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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组分研究是目前中药相关研究的热点，现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以原方的功效主治为

基础，筛选能够体现原方性质的配伍组分，即组分中药；二是在原方化学成分群的基础上进行有序组合，筛选具

有潜在临床疗效的新药物模式，即新的天然药物。本文通过回顾总结中药组分研究中的主要内容，并对多元化

发展中的组分中药进行梳理分析，探讨中药组分与组分中药的研究模式，以期发掘具有一定价值的观点，为中

药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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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显效理论”指出中药是通过众多显效形式

（具有药效或药理活性的中药化学成分原型及其代谢

产物）的单靶点叠加作用、多靶点协同作用发挥集团军

式作用体现中药特色，并认为“显效理论”可引导以相

同靶点上多成分的叠加作用并结合多成分多靶点协同

作用的中药研发策略[1]。而多效中药定向药效成分策

略指出多效中药在不同的配伍环境下针对不同病证所

表现的功能不同，其所含化学成分部分显现出定向有

效性 [2]。这两种理论是对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的再认

识，提出中药成分含量低、作用机理不清晰等的理论假

设。多效中药定向药效成分通过单靶点叠加作用、多

靶点协同作用发挥整体药效作用有望达到关于现代中

药作用机理相对清楚、质量稳定可控的要求，并且经配

伍配比优化后的定向药效成分药效可表现出一定的优

越性—即“组分中药”研究层次。其实，对多效中药定

向药效成分的研究是对组分中药研究模式的深入理解

与创新性研究策略。自“973计划”《方剂配伍规律研

究》项目在组分中药关键技术研究等领域取得突出进

展，组分中药研究模式便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青睐，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种对复杂的中药体系进行

降维降阶的思路有利于解释中药的整体性和协同作用

的特点，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可能。

在组分中药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组分配伍

研发模式的新浪潮——“中药组分研究”（包含对“显效

理论”中药效物质的显效形式和定向药效成分相关研

究），进一步丰富了组分中药研究体系，加快了中医药

现代化的步伐，成为现代中药研发的一个方向[3,4]，但两

个新事物的发展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大多数科研工作

者没有明确两者的本质差异。本文通过回顾总结中药

组分研究概念的提出、主要研究内容及发展方向，对多

元化发展中的组分中药进行梳理，探讨中药组分研究

发展方向及两者的密切关系。

1 中药组分研究概念

尽管中药组分研究已经成为中药研究的一个方

向，但是对于中药组分的理解存在各家各说的混乱

局面。

张伯礼和王永炎院士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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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科学思想为指导，创建了配伍配比优化设计模式筛

选中药处方[5,6]。他们认为中药组分应该具备按照中医

理论配伍组方、临床适应证明确且有较强针对性、组分

中药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相对清楚质量稳定可控等特

征[7]。贾晓斌等[8-11]指出中药活性成分之间是有多个层

次构成，两两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药复杂系统：单体

成分、同一类成分构成的组分、不同类别的组分构成了

中药复方整体；并指出中药复方的物质基础是由“有效

组分+功能组分”共同组成。梁鑫淼提出了“本草物质

组”的设想，认为组分中药是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在

临床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将药材中的成分进行提取分

离制备标准同系组分，通过化学和生物学的系统表征

筛选功能组分，以功能组分配伍创制而来[12,13]。张贵君

等[14]将发挥药效的成分称为“药效组分”：按照中药的

生源规律进行有序组合，内部成分之间存在着量和比

的关系，但这些组分始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这类

药效组分包括配伍组分、化学组分和信息物质组分 3
个主要方面[15]。此外，王厚伟从中药药性理论提出了

“中药宏观药性假说”，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中药的宏观

药性的基础是各物质成分的药性，各成分的微观药性

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药整体药性，由此提出了“药性

组分”的概念[16]。

目前研究较多的是在“组分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

行中药组分的研发，但是“组分”并不一定是同一类成

分构成的群体，不同性质的成分有序组合也可以是中

药组分，类似于组分结构理论提到的“亚组分”的概

念[17]。笔者根据前人介绍，认为基于中药某一特定疗

效（也是其主要适应证）研究其物质基础（各种可能的

物质形式），可以称之为中药复方药效组分研究，简而

言之为中药组分研究。

2 中药组分研究内容

目前有关中药组分的研究越来越多。经CNKI检
索，以“中药组分”为主题的文献共计 4400余篇，研究

的热点集中在筛选具有潜力的配伍组分、鉴定优化配

伍组分并评价配伍组分的疗效。

2.1 筛选具有潜力的配伍组分

2.1.1 从有效复方中筛选潜力组分

有研究采用谷氨酸损伤 SH-SY5Y细胞造模筛选

具有神经修复的中药有效组分，通过大孔树脂洗脱和

制备液相分离出葛根芩连汤化学组分，发现C15、D06、

D07、E05等组分具有较好神经细胞保护作用[18]。对当

归补血汤水提浓缩液经过醇沉、大孔树脂吸附、乙醇洗

脱、乙酸乙酯萃取、柱层析分离得到的含阿魏酸和黄芪

甲苷的混合物组分具有明显的促进鸡胚CAM血管新

生作用[19]。这种中药组分的配伍途径得到的往往是中

药复方的有效部位，而对于有效部位配伍的研究也存

在着成分的复杂、作用机理不清晰等难题。将指纹图

谱整体性特点应用到药效指标的研究上，筛选全方中

明确的药效成分，进而考察主要药效成分间的配伍关

系，即“谱效关系”研究已有成功的探索[20,21]。

2.1.2 从复方中的单味药筛选成分进行配伍

虽然这种组分配伍也是以临床有效复方为基础，

但并不是以整个复方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复方中所含

的单味药为组分单位，根据复方的功能主治筛选每一

味药发挥复方药效的有效成分或部位进行配伍配比研

究。陈竺等[22]将来自于复方黄黛片中的四硫化四砷、

靛玉红和丹参酮 II A进行组合，从三药联合可治疗白

血病的角度阐明了配伍的意义。有研究考察了黄芪汤

中 4种组分抗肝纤维化效应作用，并确定了其最优组

方黄芪总皂苷：甘草酸的配伍比例为164：48[23]。此外，

基于中药提取液中不同成分种类进行化合物数据库重

建，结合各成分的活性分布进行同一种类成分和不同

种类成分间多成分相互作用关系的思路则从成分性质

方面进行筛选。如在丹参三七药对的研究中，人参皂

苷和丹参酮之间有着复杂的药理相互作用关系，为进

一步研究两个中药组分提供新思路[24]。

2.1.3 作用机理和作用靶点清楚的复方有效成分配伍

有研究利用贝叶斯网络建立脑缺血再灌注小鼠模

型中差异表达基因与钙信号转导通路的相关性，分析

清开灵复方中主要药效成分之间的协同作用。结果证

实，黄芩苷和栀子苷的组合在干扰钙信号通路的表达

上优于单一组分[25]。同样在清开灵方中，栀子苷和熊

去氧胆酸在脑缺血海马细胞表达序列中起到协同作

用[26]。近年来兴起的网络药理学的研究思想与中药整

合体系不谋而合，两者的紧密结合：基于“组分-靶点-
疾病”网络研究将有利于采用现代研究手段解决中药

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方向[27]。

如有研究采用网络药理学研究方法建立了三草胶囊与

肝纤维化之间的“成分-靶点-疾病”网络，筛选了包括

熊去氧胆酸在内的11个有效成分，并阐明了可能的作

用机制关系[28]。这些研究表明，具有确切作用靶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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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的成分有机结合可以开发新的中药组分。

2.2 鉴定、优化配伍组分

组分中化学成分的鉴定是组分配伍的重要环节，

现代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组分鉴定提供了支持。现

阶段色谱技术（如HPLC，GC，CE等）及其联用技术（如

与NMR、Q/TOF-MS等的联用）已经广泛应用于中药的

化学成分识别，结合质谱及各类光谱表征，可以有效表

征成分结构。如有研究采用 LC-Q-TOF-MS和 LC-
IT-MS鉴定了橘枳姜汤中的 108个成分，体外实验表

明川陈皮素和橘皮素等甲氧基黄酮类成分是其主要的

抗炎成分[29]。

鉴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中药组分中发挥药效的

各成分贡献率不同，有必要进行组分优化，使之达到最

佳比例关系，发挥中药组分最大效应。目前主要的配

伍筛选优化方法有均匀设计法、正交试验设计法、权重

配比法、基线等比增减设计法等。比如有研究采用均

匀设计结合综合权重法进行甘草酸、川芎嗪和葛根素

3种有效组分剂量配伍设计，确定了3种有效组分最优

综合药效的最佳剂量比[30]。孟胜喜等[31]通过均匀设计

和回归分析筛选出中药组分复方“BZL”方（绿原酸、栀

子苷、姜黄素、虎杖苷、白术多糖）能有效防治高脂肪饮

食诱导的大鼠肝脂肪沉积和损伤。

优化配伍关系需要评价成分之间相互作用关系。

借鉴“基因诊断治疗”策略，基于成分敲除研究中药有

效成分整体作用及相互间作用的策略悄然而生 [32-35]，

主要方法有制备液相色谱法、高速逆流色谱法、分子印

迹技术和单克隆抗体技术等。特异性敲除目标成分，

比较敲除前后中药的药效强弱，从整体观发现药效物

质及其整合作用，有别于现今主流的把成分“拿出来，

孤立评价其活性”的模式，能够真正表征成分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为基于系统水平挖掘中药药效物质基础，

筛选具有确切疗效的中药组分提供新思路。有研究采

用配伍组分剔除的方法通过设计参麦方中主要组分人

参二醇、人参三醇、麦冬多糖和麦冬皂苷有序配伍，表

征了相关成分的作用角色，并优化了配比剂量等[36]。

3 中药组分研究的发展方向

如果能够确定与药效相关联的组分，可进一步将

这些组分重新组合、优化配伍配比关系，并向两个方向

发展：组分中药和天然药物（图1）。
3.1 组分中药

如果这种成分组合的特点符合中医药理论，能够

应用于相应的病证，或者这种研究对象是在中医药理

论指导下，从独特药材中筛选出来的能够反映该方功

效主治等特点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对该组分的研究

也就包含在组分中药的研究范畴。

3.2 天然药物

如果该组分是基于高通量筛选或其他药理学评价

图1 中药组分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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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化学成分集合，其药效学作用与原药材的功能

主治无关或者组分的性味离合关系与原药材不符，此

时的中药组分更类似于天然药物，主要原因是缺乏中

医药理论基础，是在现代医药理论指导下设计开发的

药物。例如升麻提取的治疗骨质疏松的组分三萜类化

合物，而升麻传统的功效和骨质疏松几乎没有任何关

联性，此种情况就不宜将中医药理论作为升麻三萜类

治疗骨质疏松的依据[37]。但需要注意，这类组分也是

传统中药的产物。

4 相关思考及展望

4.1 中药组分研究勿盲目追求组分中药层次

中药组分是否仍然继承原方的药性配伍规律，是

目前组分中药研究的争议话题。有研究认为组分中药

是根据经典方的药、味特性所得到的药性组合模式。

依据高血压类方的药性组合和临床数据，并经实验验

证，二甲双胍、托吡酯和葛根素组合表现出一定的降压

作用，以此考察了基于药性组合模式探讨组分中药的

设计方法 [38]。陶丽等 [39]认为，在进行配伍组分及其剂

量优化设计时，需要明确组分样品库中各组分与其所

属中药的性味离合关系，选择药少力专、基于药性组合

的药对组分配伍。

笔者认为，现阶段不能盲目地以药性理论来指导

中药组分的设计，产生争议的原因是目前多数研究者

尚没有注意到中药组分与组分中药概念的差异，大多

数研究者所论述的组分中药实则是中药组分的概念，

以组分中药来表述相关内容值得商榷。研究中药组分

的药性，对组分中药的研发和临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

意义，它是组分中药研发的一部分，但并非中药组分研

究的必然选项。同时中药组分并非组分中药的专有代

名词，其也可以发展为天然药物。鉴于目前研究现状，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筛选、优化具有一定疗效的中药

组分，两个研究方向并行，哪怕得到的中药组分不符合

原方性质，也可以天然药物的角度深入研究。

4.2 厘清中药组分、组分中药与中药整体的关系

符合中医药理论的中药组分与组分中药存在一一

对应的关系：中药组分经过深入研究，可以达到成分较

为明确、作用机制较为清晰的组分中药层次；而不同功

效主治的组分中药（多个中药组分）则构成了中药整

体。明确了数个组分中药的“小复方”特性时，也就可

以进一步揭示中药整体的科学内涵。现阶段我们可以

针对中药药味中的不同功效逐步开发不同的中药组

分，也可以从其他中药中筛选针对此功效更优的中药

组分，以期获得更多的来自于传统中医药的礼物。

专家学者提出不同的组分概念及药效物质的显效

形式、定向药效成分研究策略等理论，对复杂体系进行

降维降阶，在一定程度上将中药多成分的复杂性问题

简化，为阐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提供可能。但中药组

分研究面临诸多复杂问题，涉及中药组分研究理论体

系、组分筛选、提取分离/鉴定、药理学评价、组分效价、

作用原理、代谢规律、组分安全性、组分制备、组分评价

质量标准等，需要医药工作者共同努力。总之，从中药

组分的角度考虑，现代中药应该是组分中药，天然药物

是中药组分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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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Relative Think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Xu Fan, Wang Yunlai, Peng Daiyin

(School of Pharmacy,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China)

Abstract: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omponents have become a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TCM study, there are
two directions toward TCM components: based on original functions and indications screening for TCM components
which could reflect the property of the original party compatibility; the second is to escape the original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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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based on a sequential combination to screen new drugs with potential clinical efficacy, called new natural
medicin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levant field study of TCM components and multi- component of TCM in order to
explore their research patterns. The paper gave a certain value point in view of TCM components research and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in-depth research of TCM.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 multi-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 com⁃
patibility, natur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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