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证治的分子机理，为辨证论治的深入研究提供具有

中医特色的实验动物，并丰富实验动物学。（!）在方

法学上，鼓励充分利用诊断性治疗的方法，即辨证论

治的反馈。工具药的治疗干预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仍

不失为以方测证的有效方法，也符合中医学证理论形

成的实际。这也是基于目前实验动物四诊研究滞后，

缺少实验动物非创伤性辨证手段的现状。需要注意

的是，以方测证的治法方药应该建立在临床对某一病

证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处方基础之上，这是前提。（"）

拓展证及辨证论治的后基因组学研究。已有的实验

研究已经充分展示出后基因组的变化与证和辨证论

治关系密切，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把这样的研究深入下

去。为此要普及以基因芯片为代表的先进的分子生

物学、细胞生物学等技术的使用，加大投资力度。分

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以其实验条件便于控制、实验

稳定、重复性好、实验周期短、仪器试剂（包括各类试

剂盒）发展快，手段丰富、国际研究普遍（使新方法、新

技术层出不穷）、参考文献丰富，可以观察人的不同组

织的细胞、分子（这又强于动物实验），给应用该方法

技术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同时，以其新、发展快，给国

内外，中、西医创造了同等的机会。中医基础医学研

究要把探索新的生命及其调控现象作为今后一项重

要任务，利用中医药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是

中医基础研究的必由之路。其研究不但要丰富中医

学的内容，也要丰富世界医学的内容。

（收稿：#$$#%$&%$’）

生物方剂分析中医药学研究的

设想、背景与意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西安(&$$!#）

黄 熙

尽管中医药学研究

取得了很多成就，但造成

瓶颈、难以突破、不能被

国际学术界接受的根本

问题之一是：方剂的疗效

究竟是由吸收入体内的

什么 化 学 成 分 引 起 的？

证本质是什么？即方剂

体内药效物质基础不清

楚和证本质不清楚。笔

者在以往&$年“证治药

动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生物方剂分析中医药研

究”的设想，并指出其意义。

& 生物方剂分析中医药研究设想 在方剂吸收

入生物体内成分分析的指导下，进行方剂在体／离体

药效学实验、方剂药动学实验、方剂质量控制标准、中

药植物化学、中药制剂学和证本质等方面的研究。因

此，可以再分为生物方剂分析（整体与离体）药效学研

究、生物方剂分析药动学研究、生物方剂分析质量控

制标准研究、生物方剂分析中药／方剂制剂学研究和

生物方剂分析证本质研究等等。

# 学术背景 综观目前许多中医药研究，存在

以下问题：（&）方剂整体药效学实验，即方剂对机体作

用：无论是临床还是动物的，其结果从实验设计看，基

本正确，但由于存在方剂体内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问

题，所以不清楚方剂什么成分作用于机体，导致方剂

作用原理不清楚，难以改良剂型，难以进行方剂治疗

药物监测。（#）方剂离体药效学实验：目前包括一些

国际著名杂志在内的、包括欧美国家单味植物药提取

剂在内的离体实验，只要是该方剂或植物提取剂是口

服途径的，均可能得出了错误的结果，即假阳性或假

阴性结果。而且本文预计按照这些论文的设计重复

实验，同样得出类似结果，也就是说，假阳性／阴性的

重复性很好。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实验设计问题。

（!）方剂或中药质量控制标准：目前大部分中药或方

剂用做质量控制标准的指标成分，存在疑问：该成分

是否有证据表明吸收入了血循环？如果没有，就可能

是一个无用的成分，如果是无用成分，则可能把真正

的有效成分忽视了，这样就可能难以分辨真药和假药

了。（"）中药制剂学研究：目前的制剂，虽然颗粒制剂

比汤剂先进但基本上还是粗制剂形式，即不清楚吸收

入体内的药效成分，多数不能用作静脉给药，少数静

脉给药制剂，还没有解决非特异性成分（如电解质、胆

碱、腺苷等）对药效的干扰等。（)）中医证本质研究：

目前证本质的研究，大多采用寻找证的客观指标，然

后用经典名方观察对这些客观指标的改善作用。基

本上是用药效学方法研究证。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方

剂体内药效物质基础。（’）中医藏象学说研究：以脾

主／失运化为例说明我们如何用药动学理论与方法研

究藏象，同时用藏象指导药动学的研究。以往脾失运

化研究主要采用如上所述的药效学方法进行。我们

以往提出了“脾主药动学”假说。即脾主／失运化与药

动学密切相关，并影响健脾方药疗效。古有“药食同

源”，脾主运化（运化水谷精微）主要指脾具有主导饮

食／药物在机体的吸收、消化、分布、转运和布散的作

用，与药动学概念（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

排泄）类似，但药动学的生理和病理缺乏高度概括性

的理论，而脾主药动学似乎能够自圆其说。脾主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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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指脾主／失运化与药动学的生理／病理生理密切相

关。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

获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 生物方剂分析中医药学的意义 有利于阐明

方剂整体药效学实验的本质，即方剂什么成分作用于

机体；同时对证本质研究有所帮助，方剂吸收入证机

体体内并诱导了母方疗效的成分，其疗效的效应指标

可能就是证的特异性客观指标；生物方剂分析整体药

效学实验，是指在方剂吸收入生物体内成分分析指导

下的方剂对生物机体的作用研究，进行方剂对生物机

体整体、活体的生理／化指标、病理生理指标的影响研

究，能够逐步阐明方剂药效学机理；能够获得相对正

确的方剂离体药效学实验结果；在方剂吸收入体内成

分测定的指导下制订质量控制标准，为进一步确定将

方剂体内药效物质作为质控标准打下了基础；如果将

方剂吸收入体内且能诱导母方疗效的靶成分，作为复

方中药新药，则可能彻底改变中药粗大黑、疗效难以

重复、难以有特速显效的面貌。

（收稿："##"$#%$"!）

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研究发展的

切入点探讨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李澎涛

中西医结合医学基

础研究是以中医药学辨

证论治理论与实践为核

心，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

理论、技术与手段，开展

的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渗

透、补 充 的 医 学 基 础 研

究，是我国生命科学体系

的特色之一，是实现中医

药现 代 化 的 重 要 途 径。

其研究成果将成为解决临床重大疑难疾病治疗方案

与技术的理论指导。

经过老一辈中西医结合医学家四十余年来的不

懈努力，中西医结合医学在“活血化瘀”、“针刺镇痛”

等许多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绩，其理论与实践

成果已成为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藏

象、经络、四诊、证候、方药及治病机理等领域广泛而

深入的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研究的理论发展

做了充分的理念上的准备。

展望新世纪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研究，其深入发

展应以建立现象理论的构型为目标，以能够贯穿藏

象、经络、四诊、证候、方药及治病机理的病机理论假

说的研究为切入点。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

% 中医病机理论是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核

心，是联系机体生理与病理过程的纽带。中医学强调

病因病机，突出的是病机分析。藏象是病机转变的基

础，病机变化是四诊所得征象产生的条件，是证候形

成与演变的物质基础，是立法处方用药的依据。因

此，揭示中医病机演变的现代科学内涵，建立以生物

学理论为基础的中医病机新概念，是实现中医理论全

面发展的关键，也是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医学新理论

的基础。

" 疾病谱变化导致的现代生命科学理念变化为

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当前，

人类疾病发生了由细菌等微生物感染的单因素致病

向以生活方式、心身不适等多因素致病为主的转变，

疾病谱改变带来的医学模式的变化，使得国际生物医

学界日益重视生命机体对外界环境反应与疾病发生

发展的密切关系，由重视病因逐步向着重视对病理过

程的分析与治疗发展。特别是功能基因在发病中的

作用研究，必将形成整体性的发病学理论模式。这些

都将是中西医基础医学结合的位点。

从深化病机研究入手，进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

础理论构型，需在两个途径进行深入工作。

% 既往大量基础研究成果的系统比较与理性归

纳，形成中西医结合基础医学的框架。应该说，四十

余年藏象、经络、四诊、证候、方药及治病机理的基础

研究，均在不同角度剖析了中医学生理、病理及治疗

的生物学内涵，但总体上缺乏理论衔接。因此，以功

能表述为特性的病机研究，要建立在上述现代研究的

系统比较与理性归纳基础上，实现人体功能信息的整

体性认识，形成中西医结合基础医学的框架。上个世

纪末期，随着方剂关键问题的讨论才提出了“病证结

合，方证关联，理、法、方、药统一”的现代研究思路，显

示了关联性比较研究的学术优势。

" 中、西医基础理论研究互相补充，特别是现代

医学对病理过程及病理产物致病的研究成果，用于揭

示中医学的病机理论内涵，是病机深化研究的理论途

径，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交融点。这项研究不应是

对中医病机理论的解释，而是关乎藏象、经络生理病

理变化的深入认识，并深刻揭示产生诸种临床表现和

证候的生物学机制，产生治疗思路的革新而显著提高

临床疗效。如中风病“毒损脑络”病机是中医学关于

络脉气血渗灌功能、脑神经与现代微循环、内生毒性

物质致病理论的结合产物，不仅深化了络脉生理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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