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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化医学是将基础生物医药的成果和技术快速转化并应用到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基础与临床双向互动（BtoB）的一门新学科。中药是我国的特色、优势产业，正处于从传统中药经过中药
现代化到创新中药的发展阶段，继承与创新、基础与临床相结合是创新中药的核心思想。这与转化医

学 BtoB的研究模式关系十分密切。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医药理论指导的优势和中药整体调
节的特色，探求还原与整合结合的思路和方法对于中药新药创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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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作为我国的特色、支柱产业，在疾病预防、

治疗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作用。自中药现代

化提出并快速发展的 10多年来，中药已由传统中药
的黑、粗、大逐步向三效（高效、速效、长效）、三小（剂

量小、毒性小、副作用小）、三便（便于储藏、便于携

带、便于服用）的现代中药转变，并力争加快中药的

国际化进程，尽快与世界接轨。随着近年来国际上转

化医学的兴起，能否运用转化医学的思路实现创新

中药的快速发展，使中药更好地服务于临床疾病治

疗，服务于人类健康，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

将从转化医学与创新中药研究的关系、创新中药研

究的思路与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

一、转化医学与创新中药研究的关系

转化医学（Tanslational Medicine）是由 20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演化而

来的，并由 2003年美国 EA. Zerhouni 率先在 NIH 路
线图计划中提出。转化医学的核心思想是将生命科

学、生物技术以及药学等现代研究成果和技术快速、

有效的向 4P 医学 （Predictive medicine，Preventive
medicine，Personalized medicine，Participatory medicine)
转化，并通过临床信息的及时反馈指导医学、药学的

基础研究 [1~2]。转化医学更强调的是基础与临床双向
互动的过程，这种思路实际上与传统中药（临床）原中
药现代化（基础）原创新中药（临床）的螺旋式上升过
程是相吻合的，可以说，创新中药的过程属于转化医

学的范畴。同时也看到，中药来源于古代临床经验的

总结，以七情和合、君臣佐使、药性等中医药理论指

导，所以中药的新药研究又赋予转化医学新的外延

体系：通过中医药理论及临床经验指导中药现代化

的基础研究，发展相关技术方法，实现 Bedside to
Bench转化；充分利用基础研究成果使中药回归现代
临床，保证其应用更加安全、有效、可控，实现 Bench
to Bedside转化。那么通过何种理念，采取什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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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础与临床结合、还原与整合结合的中药新药创制思路

的方法手段实现中药的 BtoB转化呢?
二、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践指导

中药现代化（Bedside to Bench）
中药的配伍理论、药性理论是以古代用药经验

凝结的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

是中药与个性化人体相互作用形成的知识体系，具

有整体性，宏观性。现代研究结果表明，对中药药效

物质基础的认识、作用机理的阐明、质量控制等现代

基础研究领域无一不在中医药理论指导的框架下取

得实质性进展。实践证实中医药理论可以成为、也

必将成为指导中药转化医学的哲学理念，成为指导

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科学理念。中药常以复方形式用

药，而作用机制不明，难以保证疗效稳定可靠是临床

应用面临的瓶颈问题。组分配伍则是在新形式下对

传统复方的新要求，它能够按照中医药理论辨证施

治，有效成分和作用机理相对清楚、质量安全可控。

如复方黄黛片用于治疗粒细胞白血病，硫化砷引起

癌蛋白降解，起君药作用，丹参酮通过细胞周期阻滞

起臣药作用，靛玉红和丹参酮诱导转运蛋白 AQP9
表达，促进硫化砷进入细胞起使药作用 [3]。又如临床
上肿瘤化疗药物具有较强的毒副作用，研究表明由

黄芩、白芍、甘草、大枣组成的黄芩汤 PHY906 可阻
断化疗药伊立替康（Irinotecan）对结肠癌和直肠癌
患者的肠道损伤，其机理为促进肠道细胞再生和抑

制炎症相关分子表达 [4]，这更符合肿瘤及微环境的
综合调节策略。基于成分间相

互作用的角度，作者认为中药

复方成分群间存在复杂的协

同、加和、拮抗的相互作用关

系，使成分对药效的贡献发生

变化，这是中药复方药效物质

的重要基础 [5]，这种思维更符合
君臣佐使的协调统一，更符合

中药整体观思想，有利于中药

药效物质和作用机理的阐明，

对于开发中药用于临床治疗疾

病的更为安全、有效、可控的新

型制剂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新中药研究的思路和方

法（Bench to Bedside）
中药新药创制更为重要的

内容是如何将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与临床观察密切

结合，缩短中药新的治疗法应用到临床的时间。实

现这种快速转化不仅需要基础科研人员与临床医

生的双向互动，更需要基础与临床研究思路和方法

的突破。目前中药的诸多领域的研究思路多倾向于

拆成分、拆活性的还原研究。当然，这对于解析中药

的药效物质和作用机理是必要的，但同时也看到，

中药更强调多成分整合调节，这种分离解析的模式

往往与中药的整体观思想相悖，也与机体相互关

联、相互作用的生物网络性质相悖。西药新药创制

思路已从“one gene, one drug, one target”指导思想
的屡屡失败中深刻反思，并寻求新的思维体系 [6 ~7]。
创新中药的研制不仅要吸取西药的经验与教训，更

应该迎头赶上，形成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更加有效的

新药创制思路和方法。作者认为创新中药的研究需

要基础与临床结合，还原与整合的思路结合（图 1）。
这种整合是在还原研究基础上的整合，不仅包括中

药成分的再整合，还包括生物效应的整合、分子靶

点的整合、分析方法的整合等。随着系统生物学发

展到现阶段，各种网络概念的提出，与中药的自身

代谢形成的化学小分子网络不谋而合，恰恰可以解

决中药的复杂问题，包括生物网络，网络药理学 [8 ]，
调控网络等的解析。同时，中药自身的分子网络需

要发展各种高效分离制备技术，解析中药的药效物

质本质，这对于进一步研制成分清楚、靶点明确、质

量可控的创新中药都具有重要意义，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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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与展望

转化医学的提出是中药基础与临床研究面临

的新契机与新挑战，将对中药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

提出更高的要求。创新中药的研究过程与转化医学

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如动物模型与临床病人在基

因与环境上的差异以及疾病的异质性，疾病变化过

程的复杂性，往往造成基础研究结果与临床数据不

能对接，成为阻碍创新中药进程的难点问题。因此，

需要实验模型与临床数据及时比对，分析其中的差

异，进而改造造模手段 [9]，运用新材料。实验模型也
不一定要局限于小鼠、狗、猪，可以运用多种适合疾

病的模型，如果蝇、线虫、斑马鱼等，也不一定局限

在整体动物水平，在细胞网络，分子网络水平只要

能够更加接近临床的实验模型都可以广泛接受。另

外，转化医学的运用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临床医学、

临床药学、药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的交叉

合作才能够顺利进行 [10]。中药是我国的优势产业，
如果将中药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服务中国人民乃至

人类生存、健康的优势资源，转化医学必然成为一

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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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al Medicine and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o Hongbin, Liu Yanqiu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alian 116023,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s a new subject that focuses o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delivering
basic theoretical and technological tools to assist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s regarded as a double-way route: Bench to Bedside and Bedside to Bench (BtoB).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s a predominant industry in China, is undergoing the modernized progres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s to Chinese medicine innov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CM as well as the combi原
nation of bas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research are emphasized. The concept of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combina原
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toB mode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Guided by TCM theo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ed multi-component regulation, the strategy of combining reduction with integration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CM and new drug innov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al medicine, TCM modernization, Chinese medicin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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