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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中药功能抽象是指用全息的方法对中

药功能进行抽象认识的一种方法，隶属于全息中

药学范畴，是全息原理在中药学领域应用的主要

体现。本文通过介绍全息相关知识，创新性提出

了全息中药功能抽象的理论和原则方法，为完善

中药学研究和创新中药学发展提供了全息的科

学指导。

1 完整全息的概念

完整全息是指存在于生命体自身整体与局部

之间，生命体之间，以及生命与自然相互关联的事

物或现象之间信息相关的特性，它包括生物全息 [1]

和一体全息两部分。生物全息由已故张颖清教授提

出的，他用《生物结构三定律》[2]和全息胚理论 [1]揭示
了生物整体与局部之间信息相关的全息特性。一体

全息是我们综合生物全息和物种进化理论 [3]提出
的，存在于相同或不同种属生物个体间，相似组织

器官在物质、结构、功能等方面属性特征相通的理

论，以及生物与自然“天人相应”的理论。从完整全

息的概念上说，一体全息隶属于更加广泛意义上的

生物全息，内容分为生物与自然一体全息和生物之

间一体全息两部分。

2 全息中药概况

全息中药最早也是由已故张颖清教授提出的，

但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时至今日一直没有完整的

概念，更没有具体的内容。偶尔可见的只有运用全

息方法分析中药药性 [4]，以及本人早年提出的全息
定域选择入药部位 [5]和用全息药证对应关系归类中
药功能 [6]等相关论述，内容散在不成系统。其实真正
的全息中药应该是建立在全息理论之上的完整、系

统的中药学，内容更应该全面涵盖中药的采收、种

植，以及入药部位选取、全息中药功能抽象、全息药

证对应应用等各个层面。本文提出的全息中药功能

抽象，即全息中药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

为探索中药学理论和实践认识指出了方向，是创新

中药学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3 全息中药功能抽象理法概述
全息中药功能抽象的理论依据是生物全息的

全息胚遗传优势理论，一体全息的生物与自然一体

全息，以及生物之间一体全息理论。具体的原则方

法依据中药原植物（以下简称生药）的个体属性和

自然属性不同，包括生药个体属性功能抽象和生药

自然属性功能抽象两个方面。

全息中药功能抽象理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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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介绍完整全息的概念和全息中药概况，用生物全息的全息胚遗传优势理论，以及一体

全息的属性特征相通理论，引申概述了全息中药功能抽象的理论和原则方法，为完善、创新中药学理论

和实践认识指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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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药个体属性功能抽象

生药的个体属性主要是指生药的入药部位、科

属特征、分类特征、形态特征、药材特征等固有属

性。从生药个体属性功能抽象的角度考虑，由于入

药部位在众多生药个体属性中具有相对突出的全

息胚特征优势，也就奠定了入药部位在生药个体属

性功能抽象中的主导作用。

3.1.1 入药部位功能抽象的主导作用

入药部位功能抽象主要包括同一生药不同入

药部位的功能抽象，以及不同生药相同入药部位

的功能抽象两部分。从全息理论上划分，二者分别

隶属于生物全息以及一体全息的生物与自然一体

全息范畴。首先，因为入药部位源于生药一个部

分，具有典型的全息胚特征，按照生物全息的全息

胚学说，全息胚是一个具有强势遗传和发育特征

的原始胚胎单位，这种原始胚胎单位在生物个体

或组织结构的发育形成过程中有着区别不同的特

定遗传势。因此，从遗传势的层面分析，入药部位

作为一个全息胚单位，在伴随进化初物质（原始胚

胎）到各种组织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其分类进化产

物（不同的入药部位）所包含的物质成分，以及作

为中药应用所表达的属性功能等，也一定存在着

区别不同入药部位的强势遗传特征差异，这就是

基于同一生药不同入药部位功能抽象的基础。其

次，依据生物与自然一体全息的理论，既然所有生

物相同或相似组织器官在物质、结构、功能等方面

属性特征一体相通，那么，在入药部位相同的不同

生药之间，也一定存在着相似相近的共性属性功

能表达，这就是不同生药相同入药部位功能抽象

的指导。

入药部位作为生药个体属性功能抽象的主导，

因为其突出的全息胚特性，使得其功能表达相对

恒定。如地上末梢的宣散、解表，地上茎枝的行、

散、通、利，近地根茎的全补、全消，以及地下末梢

的温、清、通、渗等。这些相对恒定的属性功能表达

不但是指导其它生药个体属性功能抽象的基础，

更是完善生药自然属性功能抽象的基础。有了这

个基础，完整的全息中药功能抽象也就有了正确

的方向。

3.1.2 其它个体属性功能抽象的从属综合

生药的其它个体属性主要包括生药的科属特

征、分类特征、形态特征、药材特征等。鉴于生药的

个体属性纷繁复杂、差异较大，各种属性之间又存

在着区别不同的多重联系。实践中，对于不同的个

体属性功能抽象，在强调入药部位功能抽象的基础

上全面综合的同时，还必须要学会抓主要、放次要。

找出并抓住了隶属于不同生药个体的特征性个体

属性，就一定能够抽象出具有特征意义的个性化属

性功能。纵观入药部位以外的其它生药个体属性，

我们认为科属特征和分类特征的特征性个体属性

相对突出，是入药部位之外需要重点关注的个体属

性。对于科属特征的功能抽象，重点在于做好相同

科属生药功能相类的细化区别，以及不同科属生药

功能之间的横向比较，对于分类特征的功能抽象，

重点在于针对生药不同发育或进化阶段功能的整

体认识。至于形态特征、药材特征等个体属性功能

抽象，由于其所涵盖的个性特征纷繁复杂，实践中，

立足于入药部位功能抽象的细化属性功能认识则

是重点。

以上所述对于全面综合、认识生药个体属性功

能，以及个性化全息中药功能抽象十分重要，更多

具体的细化认识本文不作详述，有志全息中药研究

者可以据此细心体会。

3.2 生药自然属性功能抽象

生药的自然属性主要包括地域属性和环境属

性，这些属性伴随着生物的繁衍进化，形成了与

自然一体全息的“天人相应”适应性，这种“天人

相应”的适应性符合生物与自然一体全息理论，

是生药自然属性功能抽象的理论基础。作为全息

中药功能抽象的一部分，生物与自然的“天人相

应”，决定了自然属性功能抽象主要侧重于药性

特征的寒热温凉以及功能特征的一体对应。一般

来说，地域属性主导抽象药性的寒凉，环境属性

用于抽象功能的一体对应。例如，主产于高寒地

域的生药，温性特征往往比较突出；特产于热带

地区的生药，清消作用往往相对强势。生长在沙

漠旱地的生药，大多具有阴柔滋润作用；生长在

沟边湿地的生药，一般都有利水化湿功能等。以

上只是简单列举了生药自然属性功能抽象的几种

情况，更多的自然属性功能认识，依据具体生药

的主产地域和生长环境差异，还需在实践中不断

积累，不断认识。需要强调的是，生药的自然属性

功能抽象受地域和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伴随着生

物漫长的自然进化和演变，生长在不同地域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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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相同生药，其自然属性功能的表达也会有

所差异，对此我们必须明白，这也是临床强调“地

道药材”的原因。

以上分别从生药个体属性功能抽象和生药自

然属性功能抽象方面，简单概述了全息中药功能抽

象的理论和原则方法。但由于入药部位是标识中药

的唯一物理属性，加之不同入药部位间具有着相对

固定的全息胚属性特征，因此，相对于生药的其它

各种属性，入药部位的功能表达在全息中药功能抽

象上，必然具有更加重要的主导作用。即入药部位

不单是个体属性功能抽象的主导，同样也应该是自

然属性功能抽象的基础。实践中，对应具体的中药

的功能抽象，虽说生药的各种属性纷繁复杂，所表

达出的属性功能也千差万别。但只要有了入药部位

功能抽象这个主导，按照全息的思维方法去认识、

综合生药的各种特征属性功能，就一定会使全息中

药功能抽象得到一个合理、完整的体现。一般来说，

生药的个体属性综合的越全面，抽象出的全息中药

功能就越精准。

4 全息中药功能抽象与传统中药经验抽象的完美
结合

两个理论一脉相承，两种方法殊途同归。全

息与阴阳用不同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事物之间自

然天成的属性联系，全息中药与传统中药用不同

的原则方法实现了中药功能的抽象归类。就中药

功能抽象而言，全息用系统的科学抽象为中药功

能认识确立了生物属性功能抽象的原则方法，传

统中医用实践性经验抽象为中药功能认识积累

了药证相应的规范概括（滋阴、清热、解表、化湿

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好全息中药功能抽象，

全息中药功能抽象与传统中药经验抽象的结合

就成了必须和必然。实践中，无论是个体属性功

能抽象还是自然属性功能抽象，首先必须借鉴传

统中医对中药功能认识的药证相应规范概括，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抽象出的中药功能具备与

临床相适应的规范性和操作性；其次，因为传统

中医对中药功能认识的结果是经过临床首肯的，

所以，合理综合传统中药经验抽象的认识结果，

对于正确抽象出具有特征价值的全息中药功能

同样十分重要。

鉴于本文篇幅有限，具体的综合抽象方法我

们将在全息中药学中具体讲述，这里只做提示。需

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全息中药功能抽象，古往今

来有很多散在于传统中医和现代著述上的类似认

识可以借鉴。比如，传统中医“以脏补脏”、“以肝补

血”、“以骨补骨”等吃什么补什么的用药认识，在

中药功能的认识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全息中药功

能抽象，虽然说这些认识都只是些无意识的经验

积累，但其所体现的全息中药功能抽象思维却是

显而易见的。具体到我们提出的全息中药功能抽

象，郭玉兰等所撰“运用全息方法分析中药药性”[4]，
以及本人所撰“用全息药证对应关系归类中草药

功能”[ 6 ]等，虽然实践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息中药
功能抽象，但其代表的也还只是全息中药功能抽

象的一个稚形，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还

需要不断完善，这其中始终不可或缺的仍然是传

统中药经验抽象的结合。如同传统中药几千年的

发展，以及全息科学在其它领域的应用一样，这种

全息中药功能抽象作为全息中药的主要组成部

分，虽然具备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但其理法创新实

践仍需不断去探索实践，希望广大有志全息中药

的同行共同努力。

5 结语
全息中药功能抽象是一个新生事物，作为完

善、创新中药功能认识的一个补充，全息中药功能

抽象用系统的科学思维将全息理论与生药属性全

面结合，为创新中药理论和实践认识开辟了崭新的

空间，使人们对中药功能的认识变得更加直观、科

学，便于理解。本文提出的全息中药功能抽象理论

和原则方法虽然都还只是初探，但因为有科学的全

息理论和实践认识作支持，相信对于探索创新中药

学理论和实践认识，创新中药学发展，普及中药学

应用都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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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Method of Function Abstraction of
Holograph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ng Jijun
(School Hospital, Ningxia University, Y 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By wa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lete holography and holograph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is paper extended and overviewed the function abstraction theory and principle methods of holographic
TCM with holographic embryo genetic advantage theory of biological holographic, as well as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correlation theory of unitary holographic, and described the trend of perfecting and innovat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harmacy.
Keywords: Biological holographic, unitary holographic, holograph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rude medicine,
individual attribute, natural attribute, property function, function abs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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