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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对是历代医家在长期遣方用药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简约而精妙的经验总结。作为方剂

组成的基本要素，药对尽管只是两药相合，却搭配巧妙、比例得当，能很好地诠释中药“合群妙用”的

特点。药对配伍的理论内核、配伍组合和临床效应在本质上与方剂是一致的，因此药对既具有复方的

特性，又具有成分相对简单、便于展开深入科学研究等特点。近年来，以药对研究为突破口来阐明中

药复方组方机理的研究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文基于药对配伍的理论基础、

物质基础及其质量控制等对药对配伍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探讨了药对研究的新发展趋势，以

期为药对配伍理论内涵的揭示与中药新药发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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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对”一词，最早见于《雷公药对》及北齐医家

徐之才所著《药对》，然而在中医药理论形成之前，

药对的应用就早已出现。如《内经》中有乌贼骨丸

“以四乌贼骨（即海螵蛸）一藘茹（即茜草）二物并合

之”的处方，至今临床上仍广泛应用 [1]。作为方剂组
成的基本要素，药对只是两药相合，却能很好地诠

释中药“合群妙用”的特点。正如“麻黄无桂枝不汗，

附子无干姜不热，石膏得知母更寒”所言，药对配伍

是基于药性和长期遣方用药过程中，医家逐渐积累

经验而来的精妙应用形式。一般而言，一个组方严

谨的方剂，往往包含着一个或若干个药对；而很多

药对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复方也搭配巧妙、比例得

当，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

中应用了约 147组药对，其中单以两味药组方者就
有 40余首 [2]。药对通过协同增效、相制减毒、相反相
成等形式应用，介于中药和方剂之间，是一个值得

深入研究的群体。

目前，中医药研究已成为世界性课题，也是一个

多学科的应用研究。中医复方配伍机理的阐释，既是

中药研究的特色又是难于突破的重大课题之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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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配伍的理论内核、成分组合和临床效应在本质上

与方剂是一致的，因此以药对研究为突破口，对中药

复方组方机理的阐明是一条可行并逐渐受到研究者

广泛关注的途径。本文基于药对配伍的理论基础、物

质基础及其质量控制等对药对的机理和应用进行了

综述分析，以期为药对理论内涵的拓展和中药新药

发现提供依据。

一、药对配伍的理论基础

远古时期，人们大多采用单方防治疾病，后来逐

渐认识到单味中药在临床使用中面对如下 3种局限
性：单味药药力单薄，对于严重病情无力改邪纠偏；

对于复杂的病情，单味药无法全面照顾；某些药物具

有一定的毒性，其应用受到限制[3]。可见，药物配伍使
用是在长期的临床使用中摸索和总结出的宝贵经

验。“药有阴阳配合”，从《本经》开始，中药配伍的思

想就已经较为完善。“七情”配伍所涵盖的药物组合

思想，几乎涵盖了药物相互作用（Drug-drug interac原
tion）的各种可能。而七情规律的总结，就是基于两药
配伍之后的临床依据。具体来说，药对配伍主要基于

以下 4种规律。
1. 同气相求
药性相似且功效相近的两味药，在复方中叠加

配伍，可协同互补，增强药力。如荆芥、防风同为祛风

解表之品，荆芥发汗力大而防风胜湿力强，二者合用

可广泛治疗外感表症。乳香、没药均能活血止痛，但

乳香性偏走窜，更善调气，没药苦平，偏于理血，二者

相合，对气滞血瘀疼痛最为适宜[4]。
2. 相辅相成
针对病情，择药各取所长，可全面照顾病情，收

到二药合力大于单药之和的效果。如黄连为清热燥

湿，解毒止痢之品，木香行气止痛，二者合用可收清

热燥湿，行气化滞之功，用于治疗湿热泻痢，里急后

重之症 [5]。再如黄芪补中益气，当归养血合营，二者并
施，则气旺血充，可以补气生血，治疗劳倦内伤、气弱

血虚之症[6]。
3. 相反相成
对于寒热错杂，虚实相间等病情，在治法上需要

补泻并施，开合并用，水火相济。因此性味相反，功用

相异，但因病情的需要而组合的两味药，常常配伍使

用，以相反相成，阴阳兼顾，更好地处理病情。如麻黄

宣肺平喘，解表散寒，而白果敛肺平喘，二药配伍，一

散一收，即可增强止咳平喘之功，又可调理气机，不

致耗散肺气，广泛用于治疗咳嗽哮喘。再如黄柏和苍

术组成的二妙散，取黄柏之苦寒以清热燥湿，苍术之

辛温以燥湿健脾，两药相合则可正本清源，湿热得

除，故筋骨疼痛，湿疮带下之症自解[1]。
4. 相制为用
某些中药性烈力骏，有很强的治疗效果，但是常

常伴随一定的副作用。两药配伍合用，一药可以克制

另一药的毒性，从而在减低副作用的同时增加药物

的用药剂量，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载于《金匮要略》

的小半夏汤，以半夏为主药，祛痰止呕，佐以生姜温

胃止呕，既可增强半夏祛痰止呕之功，又能制半夏之

毒，可用于痰湿中阻，胃失和降之恶心、呕吐及咳嗽

痰多[7]。

二、药对配伍的物质基础研究

药对经配伍组合，其整体化学成分的特征最能

有力阐明其增效减毒的配伍机理。两药配伍后，成分

之间组合反应，并非成分的简单相加，往往会伴随复

杂的物理和化学反应，从而使各成分的比例发生很

大的变化，同时也伴随着新成分的产生和某些成分

的消失。因此，药对化学成分的研究是中药药对研究

的基础，对于揭示药对配伍规律及其科学内涵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

1. 药对配伍后活性成分含量的变化
药对共煎液中化学成分含量的增减，多是其中

化学成分产生相互作用（如增溶，助溶，形成络合物、

沉淀等）的结果，使得活性成分的溶出发生变化，谱

图反映出新的特征，这些变化正是药对配伍的内涵

所在。以非药对中药黄芩甘草为对照，研究药对半夏

生姜的分煎、合煎的紫外图谱，通过对谱图的整体信

息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合煎药对改变了主峰，非药

对的主峰则没有发生改变；合煎与分煎在药对组和

非药对组对次要组分的影响也相似[8]。白芍-柴胡药
对不同比例配伍后芍药苷煎出量均高于白芍单煎，

平均提高 12.86%，说明白芍配伍柴胡有利于芍药苷
煎出[9]。

剂量是组方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医

常有“剂量是不传之谜”之说。古人在药对配伍的实

践中十分重视配伍比例的摸索，并总结出了很多经

典配比。如左金丸中黄连与吴茱萸为 6颐1，六一散中
滑石与甘草为 6颐1，当归补血汤中黄芪与当归为 5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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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近年来，这些配比关系的合理性也不断得到了现

代分析技术的印证。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比色法，

测定当归和黄芪不同配比（1颐1、1颐3、1颐5、1颐7和 1颐10）
组成的当归补血汤中成分含量发现，当归、黄芪比例

为 1颐5时，黄芪甲苷、芒柄花素、毛蕊异黄酮、阿魏酸
和总多糖的含量最高，而挥发性的藁本内酯的含量

则较低[10]。可见李东垣将当归和黄芪的配比定为 1颐5
是十分合理的。

2. 药对配伍后新成分的产生
两位单味药配伍合煎，由于成分间的化学反应

及增溶、助溶等物理作用，可能形成新的活性化合物

或使在单味药中含量很低的成分达到检测限，进而

形成新的成分结构群，达到配伍增效的效果。以 GC-
MS和化学计量学解析法分析药对麻黄-桂枝中的挥
发油成分，发现挥发油主要化学成分的数量大致是

两个单味药麻黄和桂枝的加和，但其中还出现了多

个单味药中没有存在的新化学成分，如 3，5-triene、
7-diene、globulol等[11]。林文硕等[12]也通过测试单味麻
黄、桂枝及麻黄+桂枝混合汤剂的红外光谱，证实了
麻黄+桂枝汤所包含的药物成分并非是单味麻黄、桂
枝汤剂所含药物成分的简单相加，而且有新的吸收

峰表明可能有新化学成分生成。

三、药对的质量控制研究

中药发挥药效的物质基础是中药中组成复杂且

相互作用的各种活性成分。中药的质量控制伴随着

中药的应用发展而发展，但由于缺少合理的控制方

法和明确的控制指标，中药质量控制一直是困扰中

药发展的难题[13]。配伍后，药对在成分和药效上表现
出更加复杂的特征，这就要求中药质量控制的模式

由“局部”转变为“整体”，由“单一”转变为“综合”。

1. 指纹图谱技术
指纹图谱所强调的多个成分在色谱或综合光谱

上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及位置顺序，反应中药整体

性特征和个体之间相互差异的模糊特征性，与中医

药理论的机体整体调节和辨证施治的原则相一致 [14]。
指纹图谱信息量大、特征性强，对于中药材生产环节

的各个因素均可进行考察评估，能较全面地表征中

药质量。因此，运用指纹图谱技术对药对的质量控制

研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桂枝-白芍药对配伍前
后的化学成分变化的研究中，通过 HPLC指纹图谱分
析，从桂枝和白芍共煎液的图谱中获得 13个共有特

征峰，并通过对指纹图谱特征峰的来源进行指认，可

以有效表征桂枝-白芍药对的质量 [15]。黄水清等 [16~17]

分别对当归补血汤的挥发油和皂苷部分建立了 GC-
MS和 HPLC指纹图谱分析方法，得到了稳定的 11个
和 15个特征峰，针对水溶和非水溶两个部位对当归
补血汤的质量进行拆分分析。可见，由于药对各药味

主要活性成分的理化性质存在差异，用适宜的分离

纯化方法制备不同极性的有效部位后，指纹图谱分

析为各部位的进一步分析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是

探讨药对质量标准的可行方法之一。

2. 药对安全性的评价
质量控制的最终目的是确保药物的安全有效。

药对中某些中药是有毒中药（如附子，半夏等），且很

多中药在栽培、加工、贮存等过程中，往往受到有毒、

有害物质不同程度的污染，因而影响其安全性。对药

对的安全性进行评估，是临床用药的必然要求。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是常用的药对安全性的

评价方法，主要用于测量中药的金属元素含量。

万益群等[18]采用该法测量当归、黄芪及两种药材
不同配伍形式的水煎液中铅、铬、镉、砷等金属元素含

量，发现当归、黄芪生药材及其水煎液中都含有一定

量的重金属元素，但微波提取法的重金属溶出率均略

高于传统煎煮方法，且当归：黄芪为 1颐5 配比的水煎
液中重金属元素溶出率均低于 1颐1配比。这从安全性
的角度再次验证了当归补血汤的配伍合理性。

四、药对研究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中药复方大多沿用西药的研究方法，

以化学成分分离和简单的活性筛选相结合为主，在

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中药配伍的机制。然而，对于具有

多成分、多靶点协同整体作用特点的中药复方，这些

方法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建立一种符合中

药复方配伍思想的系统评价体系是解决复方研究的

关键所在。许多研究者利用分子生物学、系统生物

学、统计理论、纳米技术等技术和思想，对中药药对

的深入研究和开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为药对研

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主要包括药对新活性的发现，信

息学和系统生物学在中药药对研究中的应用以及药

对新型传递系统的开发等。本文主要综述基于信息

学和系统生物学的药对研究，有关新活性发现和新

型传递系统研究的内容将在该系列文章后续部分进

行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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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信息学的药对研究
计算机技术和统计理论在药对研究中的应用，

有助于大量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从而解析药对应用

中的特点和规律，并有可能发现一些不被注意的宝

贵经验及尚未发现的潜在药对。刘娟等 [22]运用关联规
则方法，对《中医大辞典·方剂分册》中的 1046 首脾
胃方的方药进行了分析处理，证实了部分已知药对

如白术与茯苓、木香与黄连等在脾胃类方中的常用

性，并发现了一些未被注意的药对如茯苓与木香、陈

皮与山楂等也被广泛使用。顾浩等 [23]结合中药临床合
理使用的药性理论和以性、味、归经的药性组合表达

方式，对《药对论》中 428 对具有全面药性数据的药
对进行归类，总结出不同功效药对的常见药性组合

模式，如“温辛肺-温苦肺-温辛膀胱-温苦膀胱”、“平
甘心-平甘脾-平甘肺”药性组合分别为祛风散寒、补
气补阳类药对中最主要的药性组合模式。

标准的关联规则算法是在一个数据库上进行挖

掘，属性间专一性不够高，并且不能发现同一属性关

联，发现有意义的药对结构关系存在一定困难。改进的

分布式 Apriori算法，即将药对中两个药物各形成一个
属性数据库，直接分析两个数据库间各属性的关联规

则，其所得结果的离散程度更好，规则更加集中，便于

发现规律，并且可以发现有价值的内在关联。同时使用

调制支持率排除了属性自然出现概率的影响，使各规

则的关联体现在同一基础水平上，能更好地反映出属

性间的特异关联[24]。此外，药对信息学也被应用于药对
最佳配比研究，对中医方剂数据库中检索出含有当归、

黄芪的 2632首方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以 1颐1配比的
方剂出现的频次最多，占总数的 49.43%[25]。由此可见，
药对的信息学研究，有助于总结古人用药的宝贵经验，

挖掘一些有意义的药物组合，完善药对配伍理论，为临

床和科研提供新的探索方向。

2. 基于系统生物学的药对研究
尽管分子药理学、分子生物学及药物代谢动力学

等技术深化了对中药有效成分、药效作用和相关机制

的认识；然而，中药的整体性作用机制很难在通过单

一机制的药理模型和分子模式加以诠释，这就需要建

立适用于中药多组分、多靶点整体效应的药效评价系

统和研究方法学。而系统生物学正是一门以整体性研

究为特征的科学，提供了更符合中医整体观念的药效

评价体系，近年来其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发展十分迅

速[26]，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最有力的证明就

是陈竺和陈赛娟院士领导的课题组运用系统生物学的

研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复方黄黛片（主成分为

雄黄、青黛）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APL）的多
靶点、协同作用机制[27]，首次在分子网络水平上阐明了
中药复方治疗机理。系统生物学从基因、蛋白及代谢等

多个角度来阐明中药的整体调节作用，从更深的层面

揭示中药药效的物质基础，为中药复方的评价模式提

供很好的借鉴。因此，系统生物学理论在药对研究中的

应用将对中药复方的系统认识产生深远影响。

五、展 望

“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作为历代

医家临床用药经验的积累和升华，药对在古方中应

用十分广泛，至今文献可考及临床常用药对有近千

种之多。可以说，药对是方剂的基础，而复方才是中

药应用的灵魂所在。药对的配伍通过药味间的复杂

作用，能够产生更有效更安全的临床效果。结合现代

评价技术和创新研究理念，对中药药对的配伍机制

进行深入探究，是中药研究的要求，也是中药特色的

体现。

近年来，药对的研究已逐渐深入，在理论总结、

活性成分分析及其药理机制和新剂型开发等方面，

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许多药对（如当归-黄芪、三
七-丹参等）的研究重点已逐渐从配伍“是否有效”
向“为什么有效”以及“如何更有效”过渡。但是，目

前的研究模式都与单味中药的模式相似，即以相同

的方法比较配伍后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变化，不

能很好地与中药的配伍理论照应。因为药对配伍

后，其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在溶出、吸收和代

谢等各个环节中，其协同增效、相制减毒的效果正

是这些综合作用的体现。故而，药对研究的模式必

然要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过渡，这才能真正契合中

医潜方用药时的思维。再之，从分子水平对配伍机

制的阐明，以及新制剂技术在药对开发利用方面的

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提高。药对配伍

的理论内核和成分组合机理在本质上与方剂是一

致的，如何从理念上突破对药对的研究，是解决复

方谜团的基础，也是必经的环节之一。因此，结合

现代先进分析技术和前沿药学评价手段对药对进

行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以及基于创新理念的新

靶点和新剂型的开发，对药对以及方剂的充分理解

和利用是以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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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 Herb Pairs (玉)
要要要 Theory and Material Basis Study

Wang Shengpeng, Chen Meiwan, Wang Yit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Abstract: Herb-pairs, which are composed by two relative fixed Chinese herb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and simplest form for theprescrip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lthough onlycomposedby twoherbs, herb-pairs
ingeniously express the basic theories of compound prescription. Furthermore, the mechanics of herb-pairs and compound
prescription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research about herb-pairs is the founda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because they have similar feature in essence. This article reviewed recent advances 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qualities control of herb-pairs, which will facilitate further exploration andutilization of herb-pairs.
Keywords: Herb-pairs, basic theories, substance foundation,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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