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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学的现代化道路和前瞻

王$台

摘要$药物是古代先民寻找食物时发现的有用的副产品! 公元
#

世纪时东西方的天然药物学已经发展

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出现了#神农本草经$"而在罗马帝国则出现了堪与之媲美的#论药物$%

F> +:

#

06H;: +6I;D:

&! 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药物学也实现了现代化"不断涌现出疗

效显著的人工药物"逐渐取代了天然药物的临床应用和市场"天然药物的研究工作几乎被遗弃! 然而"在中

国"天然药物仍然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药物"具有广阔的市场! 而且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医药界大力

开展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所以"中国医药界已经承担起继续研究和开

发天然药物的重任"填补国际上遗留的空白!

关键词$天然药物'天然药物学现代化'本草纲目'狄奥斯考利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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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药物的起源是远古先民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获

得的一种非常有用的'副产品("所以有'药食同源(和

'药食不分(的说法) 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随着食

物范围的扩大"天然药物的数量大幅度增多"属于'神农

尝百草为药(的成果"从而产生了古代的药物学)

世界上最早的药物学文献出现在古埃及) 公元前

#C

世纪的*史密斯"埃伯斯纸莎草文稿+$

Q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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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
%AA

个天然药物处

方和至今仍然应用的一些药物"如鸦片.大麻.没药.乳

香.蓖麻油.茴香.桂皮.番泻叶.亚麻子和芦荟等) 然

而"中国最早的药物学文献则是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

墓出土的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

,

!

-

"记载了
#"$

个病

名和
!%$

张处方"比埃及的*史密斯"埃伯斯文稿+晚

了
# \""

多年)

中国的药物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

大约在西汉和东汉之交"全书载药物
$C7

种"采用简单

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对药物进行分类#上品为君"

主养命&中品为臣"多为补养"兼有攻治疾病之效&下品

为佐使"主治病) 在*神农本草经+成书的年代"古罗马

帝国的狄奥斯考利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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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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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撰写了一部药物学著作*论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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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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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药物) 作者吸取了

当时已有的植物学知识把药物划分为芳香类.谷类.蔬

菜.辛辣植物.植物根部.藤类植物和矿石等类别"比*神

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更为先进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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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天然药物学分别而相似地在东西方的文明

古国中诞生"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发

展轨迹)

古代药物学的发展

#

$中药学的发展

在汉代编撰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古代药物学

知识和临床应用的第一次大总结"它'标志着我国中

药学的初步确立(

,

\

-

)

南北朝$公元
7""

年%时"陶弘景著*神农本草经

集注+) 这是历时
\""

多年后对于药物学的再次总

结) 书中包括的药物从
$C7

种增加到
A$"

种&分类方

法也发生改变"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粮和有名

未用七类)

唐代政府主持编辑一部属于'国家药典(性质的

巨著"苏敬和李眅等人在显庆四年$

C7@

年%编辑*新

修本草+"新增药物
#!"

种"共计
%7"

种"第一次增添

了*图经+部分"附有药物的植物插图"可惜已经遗失)

宋朝嘉佑年间$

#"7A ]#"C"

年%同样由政府主持

编撰了*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属于中国第一部印刷版

本的药物学著作)

#"C#

年"苏颂编辑了药物达到

# "%!

种的*本草图经+"成为中国现存的最早的附有

插图的药物学书籍)

明代万历六年$

#7A%

年%"李时珍写成的*本草纲

目+包括
# %@!

种药物"插图
# #C"

幅"附方
## "@C

张) 在中国"堪称空前的浩瀚巨著"成为后世的经典教

科书和医生们进行处方和选药的依据)

因此"自汉代*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到明代*本草

纲目+的出版"为时一千七.八百年间"中药学著作演

变的一大特点是药物数量的大量增加"从
$C7

种增加

到
# %@!

种"增加了
7

倍) 然而"对于药物的气味.集

解和主治等重要内容则大体上是一脉相传"并没有

'质(的改变) 一言以蔽之只见数量的迅速增长"未见

质量的突破革新) 所以"*本草纲目+实际上是一部从

古代到明代的药物学'汇编("一部'中药学综述("流

传至今)

!

$西方古代药物学的发展

!

!

#

$盖仑的贡献$狄奥斯考利德斯死于公元
@"

年"

\"

年后在他的故乡诞生了另外一位西方古代杰出

的医学家///盖仑"他曾经担任过罗马帝国的奥勒留

$

+:HD-/ ,-H63;-/

%和康茂德$

&2992I-/

%两位皇

帝的私人医生)

在盖仑的大量医学著作中也有一本关于药物学的

著作///*论单味药的性质和功用+$

F> 0=6 [H2K6H

#

0;6/ :>I ^:D-30;6/ 2M Q;9K36 W696I;6/

%"其中包括

按照希腊字母顺序排列的
$\A

种药物和
#$"

个处方"

并按照这些处方配制成药"治疗疾病) 所以"后世用盖

仑的名字命名一切采用天然药物制造的成药"称为

P:36>;D:3/

) 至今"在西方的一些药品零售商店和大

型制剂实验室里仍然保存着盖仑的一些配方的副本)

!

!

!

$阿维森纳的贡献$公元
\AC

年西罗马帝国

灭亡后"欧洲进入'黑暗时代("而在东罗马帝国境内

的阿拉伯民族却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希腊文化的热

潮) 他们大量翻译古希腊和罗马的各种古典著作) 在

众多的阿拉伯学者中"首屈一指者当属波斯的阿部!

阿里!伊本!西纳$

,O- ,3; (O> Q;>:

%"西方人称他

为阿维森纳$

,J;D6>>:

"

@%" ]#"$A

年%)

#"!7

年"阿维森纳写成一本医学著作"称为
:3

#

S:>-> M; :3

#

);OO

$*医典+"中文译名为*回回药方+"

)=6 &:>2> 2M +6I;D;>6

%"全书分为五部分"

#\

卷"共

计
#""

万字) 其中有一卷专门讨论单味药和复合药"

其单味药大多选自希腊.阿拉伯和印度古代的相关书

籍"也有一些从中国进口的药物&复合药共包含
A""

多种制剂"其中部分制剂是应用阿拉伯学者们首先发

明和采用的化学技术制备的"诸如溶解.过滤.蒸馏.升

华和煅烧等技术)

!

!

$

$文艺复兴时代的新发展$

#\7$

年"东罗马

帝国$拜占廷帝国%灭亡后"欧洲历史进入'意大利文

艺复兴(的'新世纪( $

+2I6H> ,.6/

%) 由于印刷术

的发现和应用"药物学书籍的发行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相继出版了一些附有精美插图的药物学书籍)

#7\!

年"德国的伦纳德!富奇斯 $

_62>=:H0

^-D=/

"

#7"# ]#7CC

年%深入森林.高山和平原亲自

仔细考察各种植物"写成了划时代的拉丁文植物学巨

著*论植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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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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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种属的
\A@

种植物"按照希腊字母排

列) 这本著作以其
7""

幅$彩色和黑白%精美木雕插

图而闻名) 这些插图是由著名画家迈耶 $

,3OH6D=0

+6R6H

%按照实物绘制的)

#77#

年"英国医生威廉!特纳$

*;33;:9 )-H>6H

"

#7#" ] #7C%

年%出版了
$

册的*特纳草本药物学+

$

)-H>6H

%

/ N6HO/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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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著作是第一次对于英国

植物的系统介绍和论述"包括它们的用途和功用"所

以"他被誉为'英国植物学之父() 书中也引用了富奇

斯的*论植物的历史+中的插图)

#7@A

年"英国外科医生和药物学家约翰!杰拉德

$

'2=> P6H:HI

"

#7\7 ]#C#!

年%出版了著名的*杰拉

德草本药物学+ $

P6H:HI

%

/ N6H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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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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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斯考利德斯的*论药物+和富奇斯的*论植物的历

史+等书综合而成的一本书)

约翰!巴金森$

'2=> [:H`;>/2>

"

#7CA ] #C7"

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代三大草本药物学家$包括特

纳和杰拉德%之一"他曾进入 *伦敦药典+ $

_2>I2>

[=:H9:D2K:6;:

%出版委员会"参与这部药典的出版

工作)

#C!@

年"他出版了*可爱花卉园地+ $

, P:H

#

I6> 2M [36:/:>0 3̂2X6H/

%一书"记载了
\%\

种属的

%""

种植物"共有
#"%

页的木雕插图"由德国画家斯

维泽尔$

&=H;/02K=6H QX;0<6H

%绘制而成)

#C\"

年"

他又出版了另外一部巨著*植物博物馆+$

)=6 V20:>

#

;D:3 )=6:0H6

%) 全书共
# C%%

页"包括
$ %""

种植物"

是当时'表述得最完整和美好的英国植物学文献(

,

A

-

"

为了纪念他的成就"中美洲的一种豆科植物被命名为

[:H`;>/2>;:

)

从以上几位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植物和药物学家

们的著作不难看出"西方的药物学像哲学.艺术和各门

科学等其他学术一样"也出现了复兴古希腊.罗马古典

文明的新高潮) 这是继阿维森纳等阿拉伯学者们掀起

的'

#!

世纪文艺复兴(后出现的第三次药物学大发展

时代)

$

$东西方古代药物学比较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狄奥斯考利德斯的*论药

物+都是古代药物学的经典著作"前者至今仍然发挥

着教科书的作用"而后者也作为西方药物学教科书历

时千余年) 两本著作的出版时间虽然相隔
# 7""

余

年"却有高度可比性) 仅列举以下药物加以比较)

大黄$

H=-O:HO

%# 大黄属$

W=6-9

%

*论药物+

,

$

-摘要

植物学特性#大黄的较大的根部与矢车菊相似"外

表是黑色的"而较小的根部的内部是较红的) 没有气

味"疏松"较轻"良好的大黄没有虫蛀"口感黏滑"稍有

涩味) 咀嚼后"颜色变淡"与藏红花相似)

药物功用#作为饮料对于胃部虚弱的各种症状"如

胀气.痉挛"以及脾和肝的疾病.肾的炎症.肠的疼痛.

膀胱和胸部的疾病.季胁下的病症 $神经性消化不

良%.子宫周围的病症.吐血.哮喘.软骨疾病.痢疾.腹

腔的病症.弛张热和毒兽咬伤都有效) 对于这些疾病

进行治疗时"必须加等量的液体"对于不发热的疾病"

须加蜂蜜和酒&发热的疾病"须加蜂蜜和水&对于结核

病"须加葡萄干酒&对于脾的疾病须加醋和蜂蜜&对于

胃炎须进行咀嚼"然后下咽) 大黄与醋共同摩擦皮肤"

能够消除擦伤和苔癣病$丘疹样皮肤病%&与水同用"

能够消除顽固的炎症) 大黄的主要作用是它的热性和

收敛性)

*本草纲目+

,

%

-摘要

气味#苦"寒"无毒)

集解#大黄二月卷生"黄赤其叶"四四相当"茎高三

尺许"三月花黄"五月实黑"八月采根"根有黄汁"切片

阴干$*吴氏本草+%)

主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瘕积聚.留饮宿食"

涤荡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

$*神农本草经+%) 平胃下气"除痰实.肠间结热"心腹

胀满"女子寒血闭胀"小腹痛"诸老血留结$*名医别

录+%) 下痢赤白"里急腹痛"小便淋漓"实热燥结"潮

热谵语"黄疸"诸火疮$*本草纲目+%)

说明#*论药物+说明'大黄的主要作用是它的热

性和收敛性("而中药学则认为'苦寒(是大黄的重要

药性"二者恰恰相反) 中医应用大黄主要在于治疗

'留饮宿食"涤荡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然而"在

*论药物+中"大黄主要用于胃虚弱的各种症状"如胀

气.痉挛"以及季胁下的病症$神经性消化不良%等虚

证"与中医的适应症也是相反的) 大黄仍然保留在现

代西方药典内)

龙胆草$

.6>0;:>

%# 龙胆属$

P6>0;:>:

%

*论药物+

,

$

-摘要

植物学特性#龙胆草首先由米利安$

+RH;:>/

%国

王靳蒂乌斯$

P6>0;-/

%发现"因而命名
.6>0;:>

) 其叶

与核桃叶相似"在根部与车前草叶相似"稍红些"但是"

在茎的中部"尤其在顶部的叶有锯齿) 茎二高"一指

宽"中空"光滑而由分离较远的结节分割"结节周围被

叶环绕&宽大的果实呈杯状"很轻) 根部较长"粗"有

苦味)

药物功用#龙胆草是热性和收敛性的) 两茶匙龙

胆草根.胡椒.大米和酒制成的饮料对于有毒动物造成

的伤害有效) 一茶匙龙胆草根的提取液对于胁部症

状.坠落伤.疝气和痉挛有效) 服用水制饮料对于肝病

和胃炎有效) 根部$尤其是它的汁液%制作的坐药可

以堕胎) 与枸杞子相同"都属于治疗创伤的药物"可以

治疗身体深部溃疡和眼的炎症) 它的汁液可以取代鸦

片制成更为强烈的眼药膏和坐药) 根部能够清除麻风

的白斑) 龙胆草根捣烂"浸于水中"直到漂浮到水面"

用麻布过滤"加以煮沸"达到蜂蜜的浓度"储存在陶瓷

罐内备用)

*本草纲目+

,

%

-摘要

气味#苦.涩"大寒"无毒)

集解#龙胆草宿根黄白色"下抽根
#"

余条"类牛膝

而短"直上生苗高尺余"四月生叶如嫩蒜"细茎如小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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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开花如牵牛花"作铃铎状"青碧色"冬后结子"苗便

枯$*新修本草+%)

主治#骨间寒热"惊痫"邪气续绝"定五脏"杀蛊毒

$*神农本草经+%) 除胃中伏热"时气温热"热泄下痢"

去肠中小虫) 益肝胆气"止警惕) 久服"益智不忘"轻

身耐老$*名医别录+%) 去目中黄及睛赤肿胀"瘀肉高

起"痛不可忍$*洁古珍珠囊+%) 退肝经邪热"除下焦

湿热之肿"泻膀胱火$*用药法象+%) 疗咽喉痛"风热

盗汗$*本草纲目+%)

说明#在*论药物+中"龙胆草被认为是热性的"

'与枸杞子相同"都属于治疗创伤的药物"可以治疗身

体深部溃疡和眼的炎症() 但是"在中药学中"龙胆草

是一种苦寒药物"主要用于'退肝经邪热"除下焦湿热

之肿"泻膀胱火("以及'疗咽喉痛"风热盗汗("有所不

同) 龙胆草仍然保留在现代西方药典内)

以上两种药物的论述完全可以代表两本著作的基

本内容和特点) 虽然它们对于植物特征和药物功用的

叙述不尽相同"然而"不难看出作为古代的经验医学的

药物学著作"它们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又完全可以

匹敌"难分伯仲)

然而"在东西方药物学发展过程中对于药物疗效

的总结方法则存在着差异)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首先建立了'逻辑学("用于分析和研究包括自然科学

在内的各种学术问题"属于一种更为科学有效的方法

论) 盖仑采用这种方法论总结其临床用药经验"他在

医疗实践和学术研究中采用的方法称为'验证法()

他专门写了一篇*论验证+ $

F> E692>/0H:0;2>

%"认

为'只有经过验证的经验$或药物%才是可靠和有用的

经验$或药物%(

,

@

-

) 盖仑为此确定了
#A

项验证药物

的条件"包括药物的品种.投给季节.地区与途径"以及

患者的年龄.性别和生活方式等"并且说明最好在患

'简单疾病(的患者中进行这种验证) 所以"盖仑的验

证药物的思想和方法比较符合现代医学所进行的临床

药物疗效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阿维森纳在药物学方面的重要成就也在于他对于

药物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和科学验证) 因为'*医典+是

第一本运用循证医学.实验医学.临床试验.随机控制

试验.效果测试.危害因素分析"以及在诊断特殊疾病

时使用综合征$

/R>IH296

%等概念的书籍() 他的具

体作法是#设置'一套法则以限定被测试和实验的药

物的状况("并在'发现和证明药物有效性的过程中成

为进行实际试验的精确准则(

,

#"

-

)

反观中医的临床实践则缺乏这种有意识.有目的.

有计划地验证药物的思想和做法"而是采用'随证加

减(.变化多端的复方治疗方法"依靠'个案(总结个人

经验"写成*医案+传世) 这是一种相当粗放的经验总

结方法"其科学性和实践效果都较低)

\

$小结

自从远古时代的'神农尝百草为药(到
#C ]#A

世

纪"东西方的药物学在经验医学的范畴内都已经发展

到鼎盛时代) 中国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西方

文艺复兴时代的药物学著作都代表着古代药物学的最

高成就) 药物学的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新药的大量发

现和应用) 在中国"从*神农本草经+的
$C7

种增加到

*本草纲目+的
# %@!

种&而在西方"则从狄奥斯考利

德斯的*论药物+到
#C ]#A

世纪的药物学著作也有成

倍增长) 这些天然药物的发现和应用完全有赖于古代

医药学家们的现场考察和临床实践) 李时珍曾经带领

弟子们历时
!"

年走遍河南.河北.安徽.江西和湖北等

地的名山大川"对于天然药物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所

谓'采访四方"搜罗百氏() 狄奥斯考利德斯是罗马帝

国军团中的一位医生"他在*论药物+一书的*献词+中

写道#'我是一个士兵"曾经广泛旅行("所以"他同样

在长年随军转战欧.亚.非广大地区的旅行中深入考

察.采集和研究各种天然药物) 同时"他们都把采集的

药物用于临床实践"进行筛选和验证"从而不断发现一

些有效的新药物)

其次"植物学的进步也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 远

古的人类从狩猎和采摘食物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动物

学和植物学知识"农业的发展更丰富了原始植物学的

内容"而古代以植物药为主的药物学与植物学则是孪

生弟兄"西方的'植物学发展史(著作也把*神农本草

经+和*本草纲目+列为重要的植物学历史文献) 古代

的一些医学家既是药物学家"也是植物学家"李时珍和

狄奥斯考利德斯就是他们的代表"上述两种药物对比

就是明显的证据)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因而被达尔

文尊称为'中国的大百科全书(

,

##

-

) 在西方直到文艺

复兴时代"植物学才与农学和药物学分离"成为一个独

立的自然科学) 所以"古代的药物学是与植物学共同

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因此"植物学是自然科学中与药物

学结合的第一门学术) 随着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化学.

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各门自然科学的现代化发展"它们

也逐渐介入和推动了古代药物学的现代化"从而使药

物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天然药物学的现代化历程

#

$现代化学的推动

'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 $

,>02;>6

#

_:-H6>0 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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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年%

,

#!

-研究燃烧现象"

确定了氧$

2LR.6>

%的名称"并制定了'物质不灭定

律("从而开启了古代化学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被称为

'现代化学之父()

#

!

#

$药物的提纯$人们很早就知道一些天然药

物具有明显而确切的药理作用"例如"鸦片止痛"金鸡

纳皮治疗疟疾"以及柳树皮解热发汗等) 所以"人们一

直就有一种愿望"能够发现天然药物中产生这些作用

的成分"并且设法提取出来"用于治疗疾病"而现代化

学的发展为天然药物的提纯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

年"奥地利药剂师塞特纳$

^H;6IH;D= Q6H0

&

H>6H

"

#A%$ ]#%\#

年%从鸦片膏内提取一种白色晶体"具有

明显的催眠作用"称为
+2HK=;>6

$吗啡%

,

#$

-

)

#%!"

年"两位法国药剂师卡旺图 $

'2/6K= V;6>:;9

'

&:J6>02-

"公元
#A@7 ]#%AA

%和佩勒蒂尔$

E63K=;>6

[63360;6H

"公元
#A%% ]

0%共同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

宁$

?-;>;>6

%和辛可宁$

D;>D=2>;>6

%

,

#\

-

"治疗疟疾的

效果胜于植物药)

#%!%

年"法国药剂师雷洛克斯

$

N6>H; _6H2-L

%和意大利化学家皮日阿$

W:MM:636

[;H;:

%从白柳$

Q:3;L :3O:

%的树皮提取水杨甙$

/:3;

#

D;>

%"经过氧化后生成水杨酸$

/:3;DR3;D :D;I

%"具有

明显的退热止痛作用,

#7

-

)

#%7$

年"法国化学家格哈

特$

&=:H36/ ^H

'

I

'

H;D P6H=:HI0

%应用水杨酸钠制造

阿司匹林"至今仍然广为应用,

#C

-

) 洋地黄植物作为一

种草药在欧洲早已用于治疗心源性水肿"英国植物学

家和医生威塞灵 $

*;33;:9 *;0=6H;>.

"

#A\# ] #A@@

年%

,

#A

-从这种草药中提取生物碱作为增强心脏收缩力

和抗心律失常的药物) 现在"洋地黄的生物碱地高辛

$

I;.2L;>

%和洋地黄毒甙$

I;.;02L;>

%广泛用于治疗心

房纤颤.心房扑动和心力衰竭) 此外"从马钱中提取生

物碱'士的宁($

/0HRD=>;>6

%"从颠茄中提取生物碱阿

托品"从莨菪中提取东莨菪碱$

/D2K23:9;>6

或
=R2

#

/D;>6

%"以及从蛇根草中提取蛇根碱$利血平"

H6/6H

#

K;>6

%等都在医疗实践中发挥着或发挥过重要作用)

#

!

!

$药物的有机化学合成$

#@!#

年"有机化学

家发明了有机合成技术"并用于制药业使制药技术发

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化学提纯技术只是原封不动地从

天然药物内提取其有效成分"那么有机合成技术则像

搭积木一样"按照设计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一个碳

骨架上配置一个或几个官能团"组装成一个具有显著

生理或药理活性的有机化合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了荷兰"而日本占

领了菲律宾和印尼"金鸡纳霜的来源被切断"从而推动

了对于奎宁的有机合成研究工作) 美国化学家伍德沃

德$

W2O6H0 V-H>/ *22IX:HI

"

#@#A ] #@A@

年%

,

#%

-

承担了这一任务"并于
#@\\

年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

他使用
A

"羟基异奎尼辛$

A

#

=RIH2LR;/2?-;>23;>6

%"

逆转巴斯德从奎宁制造羟基异奎尼辛的化学反应而获

得奎宁"从此取代了从天然植物提取的奎宁) 他创建

的研究所还先后合成了胆固醇.可的松.士的宁.利血

平.叶绿素.头孢霉素和秋水仙素等化合物) 因而"被

称为'现代有机合成之父("并在
#@C7

年获得诺贝尔

化学奖)

紫杉$

):L-/

%又称红豆杉"属于一种珍稀植物"从

紫杉树皮中提取的紫杉醇$

0:L23

%能够促进小管素

$

0-O-3;>

%的聚合而稳定组织的'微管("从而产生抗癌

作用"成为非常昂贵而有效的抗癌新药) 因此"先后共

有
$"

个研究单位对于紫杉醇进行有机合成的研究工

作) 被称为 '合成大师(的塞浦路斯化学家尼古劳

$

YRH;:D2/ &2/0: 5;D23:2-

"

#@\C ]

%

,

#@

-对于紫杉醇

的有机合成是一种典型的聚合合成"由
$

个预先合成

的'合成元(结合而成"

#@@\

年做了报告)

!

$现代生物学的推动

文艺复兴时代"在现代化学和物理学的推动下"生

物学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现代生物学也为药物

学的现代化发展发挥着推动作用)

!

!

#

$微生物学的推动$

#7@"

年"荷兰眼镜技师

米德尔博格$

+;II63OH-.

%采用
$

个凸透镜组装了第

一台'显微镜()

#CAC

年"荷兰科学家列文胡克$

,>

#

02>;6 J:> _66-X6>=26`

"

#C$! ]#A!$

年%应用自己

设计的显微镜观察到一种霉菌"因而被尊称为'细菌

学之父(

,

!"

-

) 德国医生科赫$

W2O6H0 Y2D=

"

#%\$ ]

#@#"

%先后分离出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而

在
#@"7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并被尊称为

'微生物学奠基人(

,

!#

-

) 借助于显微镜的观察和研

究"更多种类的致病微生物被发现"包括霉菌.螺旋体.

立克氏体.病毒和各种寄生虫"从而发展出抑制或消灭

这些病原体的药物和技术"使它们引起的疾病能够得

到预防.治疗和控制)

#@!@

年"苏格兰微生物学家弗莱明$

,36LL:>I6H

3̂69;>.

"

#%%# ]#@77

年%在其实验室从事葡萄球菌

和溶菌酶的研究工作时发现"在一个污染的霉菌菌落

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破坏而不复存在) 他证明这

种命名为'盘尼西林(的'霉菌液(能够破坏引起猩红

热.肺炎.脑膜炎和白喉的革兰氏阳性细菌和引起淋病

的淋球菌,

!!

-

) 十二年后"澳大利亚药理学家弗洛里

$

N2X:HI 3̂2H6R

"公元
#%@% ] #@C%

年%和德籍英国

生物化学家钱恩$

8H>/0 &=:;>

"

#@"C ]#@A@

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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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盘尼西林(的化学成分"而制造出青霉素"这种药

物在二战期间挽救了
% """

万人的生命) 因此"弗莱

明.弗洛里和钱恩共同获得了
#@\7

年的诺贝尔生理

学和医学奖)

#@\$

年"斯恰兹 $

,3O6H0 QD=:0<

"

#@!! ]!""7

年%在拉特格斯大学的瓦克斯曼实验室

分离出两种能够有效地抑制青霉素耐药细菌生长的放

线菌,

!$

-

) 由默克制药公司生产出第一批链霉素药物"

对于结核病.鼠疫和心内膜炎等疾病都具有良好的治

疗效果)

#@7!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发给这

一重大发明)

自从列文胡克在显微镜下发现细菌以来的
$""

多年间"由于各种病原微生物.抗菌药物和疫苗的发明

问世"使得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杀手///各种烈性传

染病得到了基本控制或消灭"其病死率早已让位于心

血管疾病和癌症等一些非传染性疾病,

!\

-

)

!

!

!

$循环生理学的推动$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

人工药物的发明"对于防治这类疾病发挥了难以估量

的重大医疗价值) 因此"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威胁

人类生存的第一类疾病"它们的病死率高达人类全部

死亡率的
!!

!

$a

,

!7

-

)

高血压病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因素之

一"因此"对于高血压病的防治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苏

格兰 医 生 布 莱 克 $

':96/ *=R06 V3:D`

" 公 元

#@!\ ]

%在
#@7"

年代后期发明了治疗高血压和心绞

痛的
!

"受体阻断药///普萘洛尔$

[H2KH:>2323

%"被

誉为'

!"

世纪临床医学和药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

一(

,

!C

-

"因而获得
#@%%

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此后"又相继发明了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8

%抑制

药.血管紧张素
"

受体拮抗剂.钙拮抗药等药物"从而

使高血压病得到有效的防治) 高血脂则是心脑血管疾

病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病因素)

#@A#

年"日本化学家远

藤章$

#@$$

年
]

%等人从桔青霉$

[6>;D;33;-9 D;0H;

#

-9

%中分离出一种物质能够抑制胆固醇在肝内的合

成"并由默克药厂制成第一个降血脂的他汀类药物"美

伐他汀$

+6J:/0:0;>

%) 他汀类药物的发明'拯救了

7""

万人的生命(

,

!A

-

) 此后"又相继发明了多价螯合

剂.贝特类药物和烟酸等降血脂药物"使高血脂问题得

到有效的解决)

!

!

$

$癌症发病机制研究的推动$

*NF

发布的

关于癌的报告足以说明癌症是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的

第二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危险疾病,

!%

-

)

癌症的化学药物疗法$化疗%始自
#@\"

年代"半

个多世纪以来已经获得蓬勃发展"成为治疗恶性肿

瘤的一种重要手段)

#@\!

年"美国著名药理学家古

德曼$

_2-;/ Q4 P22I9:>

"

#@"C ] !"""

年%等人解

剖芥子气中毒死亡的士兵的尸体时"发现他们的淋

巴系统和骨髓系统都受到严重抑制) 于是"他们应

用氮芥治疗
CA

例淋巴瘤.何杰金氏病和白血病患

者"取得良好效果,

!@

-

"氮芥从而成为肿瘤的第一个

化疗药物) 美国儿童病理学家法伯 $

Q;I>6R ^:H

#

O6H

"

#@"$ ] #@A$

年%研究叶酸与儿童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的关系"使用抗叶酸药物氨基喋呤和甲氨

喋呤进行治疗"使患儿获得缓解"成为历史上发现的

第二种化疗药物) 所以"他被称为'现代肿瘤化疗之

父() 美国肿瘤学家伯切诺 $

'2/6K= V-HD=6>:3

"

#@#! ]!""C

年%开始研究细胞分裂所需要的一类

代谢产物///嘌呤类物质) 于是发现了
C

"巯基嘌

呤属于一种高度有效的抗白血病药物) 因此"他先

后获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杰出科学奖(等
A

种奖

项)

#@7%

年"美国化学家沃尔 $

+2>H26 84 *:33

"

#@#C ]!""!

年%等,

$"

-从中国的喜树$

&:9K020=6

#

D: :D-9;>:0:

% 树 皮 的 提 取 液 内 获 得 喜 树 碱

$

&:9K020=6D;>

%

,

$#

-

"具有良好的抗癌作用)

#@7"

年代"美国的阿姆斯特朗$

,H9/0H2>. 'P

%等发现常

春藤的长春新碱能够阻断肿瘤细胞微管的聚合"从

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分裂和繁殖) 于是"这种生物碱

就被用于治疗淋巴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肾母

细胞瘤) 此外"还发现了紫杉醇.顺铂和亚硝基脲等

有效药物) 这些化疗药物与外科手术.放射治疗结

合起来"大大提高了肿瘤患者们的
7

年存活率"甚至

达到治愈的目的) 所以"发明各种化疗药物的科学

家们功不可没)

随着抗菌素.抗高血压和抗高血脂"以及抗癌药物

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得千百年来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和生命的各类危险疾病得到有效的预防.治疗和控制"

从而使人类的预期寿命显著延长$表
#

%)

表
#

$西方人和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变迁比较

西方人平均预期寿命变迁,

$!

-

时代
平均寿命

$岁%

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变迁,

$$

-

时代
平均寿命

$岁%

古希腊罗马时代
!"

(

$"

清代
$$

中古伊斯兰哈里发时代
$7

b 民国
$7

中古英国
!"

(

$" #@\@

年
$A

!"

世纪早期
$"

(

\" #@7A

年
7A

!#

世纪
CA #@%#

年
C%

在西方"由于化学提纯和有机合成药物以及生物

制药等对症和疗效明确的人工药物可以利用大规模工

业设备大量生产而被广泛供应和使用"几乎取代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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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药物的市场"从而使得天然药物近乎销声匿迹)

$

$天然药物的回潮

#@

世纪初期在西方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潮"对于

西方'正规医学(的发展方向和缺陷进行反思和批判"

而对于'补充和替代医学( $

D29K3696>0:HR :>I :3

#

06H>:0;J6 96I;D;>6

"

&,+

%加以肯定和采用) *结合

医学#整体医学和正规医学的新水平+

,

$\

-指出#'对于

我们的保健系统的最新调查表明"现代医学在
$

个方

面是失败的) 第一是安全性"医源性疾病不断增多&其

次"正规医学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疗慢性病&第三则是现

代医学的高科技干预性对于预防疾病毫无或很少起作

用) 人们一般都同意整体医学或替代医学在这
$

个方

面的优越性)(

在美国"首先出现的'替代医学(派别称为'折中

医学($

6D36D0;D 96I;D;>6

%"主要采用天然药物制品

治疗疾病)

#%C"

年代"斯卡多$

'2=> +;302> QD-I

#

I6H

"

#%!@ ]#%@\

年%

,

$7

-建立了辛辛纳提折中医学研

究所"教授折中医学达
$"

多年) 美国药物学家劳埃

德$

'2=> TH; _32RI

"

#%\@ ]#@$C

年%

,

$C

-发明了冷蒸

馏技术和设备制造出各种植物药的高浓度$

#

)

#

%提纯

液"称为该植物的'特异药( $

/K6D;M;D 96I;D;>6

%"建

立了'劳埃德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折中医学

的文献和文物) 美国折中医学医生费尔特$

N:HJ6R

*;D`6/ ^6306H

"

#%C7 ]#@!A

年%

,

$A

-毕业于辛辛纳提

折中医学研究所"一直在该研究所从事这项医疗工作)

#@!!

年"他出版了一本药物学巨著*折中医学的药物

学.药理学和治疗学+$

)=6 836D0;D +:06H;: +6I;D:

"

[=:H9:D232.R :>I )=6H:K6-0;D/

%

,

$%

-

) 全书包括

$##

种植物药"按照药物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采用的

各种药物制剂包括特异药.提取液.酊剂.糖浆.药酒.

酏剂.油脂剂和粉剂等)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5(N

%中还专门设立了国

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

5&&,+

%主持这方面的研究

工作) 在该中心的'植物研究中心(的科研计划中包

括#验证和定义植物药处方&确定
&,+

产品和$或%饮

食引起的生物学反应的机制&确定
&,+

的药理学以

及药物动力学特性&保障
&,+

产品和医疗实践的安全

性&以及确定
&,+

疗法的功效"从而实现其保健.预

防和治疗危害公众健康的疾病的目的,

$@

-

)

美国折中医学的药物学著作,

$%

-与当代国内的中

药学教科书,

\"

-非常相似"举例见表
!

)

#@#"

年"美国发表了*弗莱克斯纳报告+ $

3̂6L

#

>6H W6K2H0

%

,

\#

-

"提出'形式分析推理("也就是'符合

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医学生的智力培养中占据最

优先地位"作为国家批准建立医学院的依据)

#%$@

年

建于辛辛那提的'折中医学研究所(不符合这一要求"

所以"在一个世纪后的
#@$@

年关闭了) 于是"他们就

把折中医学的一切著作和文物资料都保存在劳埃德图

书馆和博物馆内"作为医学史的见证"任人凭吊)

\

$小结

在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

和技术都实现了现代化"并且用于天然药物的提纯和

人工药物的发明和制造"从专门采用天然药物的传统

药物学发展和转变为以发明和应用人工药物为主的现

代药物学) 从此"疗效明确的人工药物大量问世"并且

垄断了药品市场"而天然药物的应用已经沦为'替补(

的地位) 但是"由于现代医学在哲学方面存在着还原

论的缺陷"以及化学药物的毒副反应和介入疗法$包

括手术%产生的危害和痛苦"往往使人们望而生畏"从

而为传统医学的延续和发展保留了一条生路"并且取

得了一个新的名称///

&,+

) 从
#%!"

年代开始"替

代医学的折中医学派在美国曾经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

响"建立了
!

所医学院和
#

所博物馆"出版了
!

部天然

药物学巨著"培养了许多替代医学的医师) 然而"受到

美国的*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冲击后流行了一个多世

纪的折中医学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沦为昙花

一现)

中药学的现代化研究和前瞻

近年来"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呼声甚嚣尘上"从

上到下连成一片) 国家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部门制定的*中药科技现代化发展战略+指出#'中药

现代化就是将传统中医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

术相结合"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 这只是

表
!

$人参$

P;>/6>.

%的应用

项目 费尔特著作,

$%

- 中药学教科书,

\"

-

成分 人参甙 人参甙.挥发油

作用
温和的神经刺激性补药"用于工作过劳的神经衰弱.

胃肠衰弱和神经性消化不良

具有抗休克作用&抗疲劳"具有中度神经兴奋作用&抗缺氧.心肌缺

血.心率失常.惊厥&有利尿作用&增加心肌收缩力&降血糖

适应症 神经性消化不良.各种神经衰弱 元气虚脱.肺脾心肾气虚.热病气虚.津伤口渴和消渴病$糖尿病%

制剂.剂量 特异人参药$

QK6D;M;D +6I;D;>6 [:>:L

%

# ]C"

滴 水煎剂
$ ]@ .

"抢救虚脱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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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个原则性纲领"语焉不详"目标何在0 这个*发展战

略+指出#'中药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1九五2期间开

发出一批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现代中药"争取其中

!

(

$

个进入国际医药市场33使我国中药在国际中

草药市场的占有率从目前的
7a

提高到
#7a

(

,

\!

-

)

看来"国家有关管理机关的'战略(主要是从经济和商

业层面着想) 因为'我国中药现代化.国际化水平较

低"制约了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而日本的汉方制剂

因重视技术研究与开发"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占有

一定份额(

,

\!

-

) 其实"中药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的实

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服务于临床应用"保证和提高治疗

效果"而药物的商业价值只是其次要的附带目的) 所

以"肖小河等,

\$

-认为#'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和内涵首先

应是临床疗效() 那么"迄今为止中药现代化的进展

和成就如何呢0

#

$单味药研究

!"

世纪
!"

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药理学系已

经把中药科研工作列为其重点研究项目) 为此"

#@$#

年"该系教授伊博恩$

V6H>:HI 899/ W6:I

"

#%%A

(

#@\@

%根据*本草纲目+翻译和编辑的*中国药物学+

$

&=;>6/6 +:06H;: +6I;D:

%包括动物类中的鸟类.龙

和蛇类.龟和贝壳类以及鱼类药物"而植物类药物被伊

博恩等人翻译和编辑为*本草新注+$

&=;>6/6 +6I;D

#

;>:3 [3:>0/ MH29 0=6 [6> )/

%

:2 Y:>. +-4 ,4E4

#7@C

"

#@$C

年出版%和*药科学撷要+$

+:06H;: +6I;

#

D:

"

):O36/ :>I 5206/

%) 这几本书籍当属*本草纲

目+的较早而非常详尽的英文译本)

同时"该学系开始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药)

著名药物化学家和药理学家陈克恢 $公元
#%@% ]

#@%%

年%与系主任施米特$

&:H3 QD=9;I0

%共同从草

麻黄中提取出左旋麻黄素"加以纯化"并研究其生理和

药理作用"取得很大成就,

\\

-

) 麻黄素在相当一段时间

内一直是治疗支气管哮喘的重要药物"至今仍然用于

制造滴鼻剂和滴眼剂) 此后"他还对当归.蟾酥$蟾蜍

毒素%.汉防己.元胡.吴茱萸.贝母.百部.夹竹桃和羊

角拗等多种中药进行过研究)

此后"国内外的药理学家们倾注了大量心血"花费

了大量财力和物力研究各种名贵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

理作用"发表的著作可以车载斗量) 仅以人参的研究就

可见一斑) 有关人参的化学成分的研究始于
#%7\

年"

美国学者
,H;.6>6/ Q

首先从加拿大西洋参中提取出人

参皂苷) 我国学者从上世纪
C"

年代开始研究人参的化

学成分"

#@CA ]#@A%

年间分离出
$

种皂苷"直至
@"

年

代先后共分离出
\"

种人参皂苷)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

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同样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发现人参对

于中枢神经.心血管.呼吸.消化.血液及造血.内分泌.

生殖和免疫等系统具有
!7

种生理作用) 此外"还具有

#%

种抗肿瘤.抗辐射.抗衰老.解毒和影响酶活性的作

用"研究结果发表在国内外
#!\

种学术刊物上) 美国

5(N

的
5&&,+

也资助过对于人参治疗耐胰岛素型糖

尿病.癌症和阿尔兹海默病等研究课题) 但是"对于人

参的药理作用的研究大多在实验室内采用动物进行实

验"而在临床实践中并未能得到可靠的验证) 一切药物

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获得有效的临床疗效"然而"对

于人参的巨大的研究工程并没有取得国际公认的突破)

正如
5&&,+

所做的评论#'有的研究报告说明亚洲人

参能够降低血糖"也可能对于免疫功能有帮助) 但是"

只有少数大规模临床试验"而大多数是小规模"或者在

设计或报告方面有瑕疵的试验"都不足以证明人参对于

人体健康有益的主张(

,

$@

-

)

有关'单味药(研究的突破性成就发生在青蒿对

于耐药性疟疾的成功治疗) 从
#@C@

年开始"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等人对
!""

多种天然药

物的
$%"

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聚焦于东晋葛洪

*肘后备急方+对于青蒿的说明#'青蒿一握"以水二升

渍之"绞取汁"尽服之)(这一说明提示只用水渍"而不

用水煮"可能青蒿的有效成分是不耐热的"经过煮沸而

被破坏) 于是"他们改用低沸点溶剂提取"终于在

#@A#

年获得能够有效杀死小鼠和猴的疟原虫的青蒿

生物碱"命名为青蒿素$

,H0696/;>;>

%

,

\7

-

"在国内以

及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广泛应用"并被
*NF

的有

关官员誉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

\7

-

"成

为国内单味药研究获得重大成就的典范)

!"##

年

@

月"她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

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最高级大奖)

只有取得明确的临床疗效"得到国内外普遍认可和应

用才是中药研究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唯一标准) 但

是"有人断言青蒿素的发现与中医无关"显然是错误

的)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明确指出#'青蒿治疟疾

寒热()

此外"我国在单味药的研究方面还分离出已经用

于临床的五味子素.葛根总异黄酮.雷公藤甲素.石衫

碱甲和山莨菪碱等) 我国的药用植物极其丰富"必然

存在着更多有效的品种"像青蒿和红豆杉一样有待被

开发出来为全人类的医疗事业做出贡献)

!

$复方药的研究

其实"中医治病极少使用单味药) 医师临诊开出

的药方和名目繁多的中成药都使用多味药物"这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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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治疗疾病的重要特点和主要手段) 所以"复方药的

研究更符合中医实践"更值得重视"必将成为今后中药

研究的主要课题) 肖培根,

\C

-指出#'当今中药复方研

究方兴未艾"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已经列为国

家中医药基础研究中近期优先资助领域"如六味地黄

汤.桂枝汤.补阳还五汤.四君子汤.当归补血汤.清开

灵和人参四逆汤等() 复方药研究何以如此兴旺"一

是国内外的中药单味药研究几乎筛选了所有的常用药

物"难以提出更多可以寄以厚望的选题&二是新的中成

药有如雨后春笋般被制药业界推出"进行申报"求得批

准"从事生产"从而促进复方药的研究工作) 按照*中

成药大全+

,

\A

-的统计数据"目前已经上市的
$"

个类

别的中成药中共包括
A!"

多种)

然而"对于复方药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困

难的任务"因为方剂的组成药物众多"药味越多越复

杂"越难研究&其次"君.臣.佐.使的结构既源于临床经

验积累"又遵循阴阳五行学说的推导"却缺乏科学研究

的支撑) 所以"无法科学地确认药物间的协作关系"也

无法否定它们之间的拮抗作用) 此外"陈向涛等,

\%

-更

提出四大障碍#'复方药效物质不明&没有强说服力的

临床疗效的科学数据&$中医的% 1证2的本质不明&药

物制剂落后() 加以制药业界的功利主意"致使'出现

一些研究结果脱离客观实在"造成不少论文的浮躁"一

些人员的夸夸其谈(

,

\@

-

) 所以"至今尚未取得任何像

青蒿素一样的突破性成就)

其实"复方药的研究首先是目的问题"关系到研究

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一切药物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在于

获得疗效"保证其有效而安全地治疗疾病) 在我国"由

于许多方剂和中成药已经应用多年"所以"复方药的研

究必须以可靠的临床疗效为基础"只有疗效得到科学

认证和广泛应用后才得以进一步进行实验室的理论研

究) 然而"近年来实验室的理论性研究掀起热潮) 人

们往往在尚未获得确凿的疗效验证之前就盲目地采用

各种现代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和设备进行分子生物学

和药物基因组学等实验室研究工作) 邓文龙,

\@

-指出#

'

!"#"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饮片卷+收载的药物

有一半左右的药物基本药效尚不清楚"有约四分之一

的药物未见有效的基本研究&而进行过"以至现在仍然

热衷于研究的某些代表性药物却发现其作用过于广泛

33以该*药典+收载的成药而论"其情况可能更差()

对于中国复方药的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工作犹如建筑

在沙漠上的高楼大厦"无法挺立在世界药物学的学术

之林)

所以"复方药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广泛采用.行

之有效的验方和中成药&首先采用公认的现代临床药

物试验方法确认其疗效&在验证其疗效的基础上通过

实验研究找出其中发挥主要治疗作用的个别或少数药

物"从而取得依据"进行取舍) 总之"研究的目的还在

于确认其有效的成分"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采用)

仅就近年来对于著名的复方药的研究工作进行对

比"加以说明)

#@%7

年"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的陈宝田教授

首先开发出'正天丸(用于治疗头痛"取得初步疗效

后"申请批准生产"投入市场) 在其申请报告中说明正

天丸治疗
%""

例各种类型头痛病例的总有效率为

@%a

,

7"

-

) 上市后"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宣传"使正天丸

成为治疗头痛的热门中成药)

正天丸药物众多"选取中医治疗头痛四大古方

$川芎茶调散.麻黄附子细辛汤.桃红四物汤.四藤消

震饮%中的
#7

味中草药组成"具有疏风活血.养血平

肝.通络止痛等功效"号称适用于治疗中西医各种类型

的头痛)

自从开始使用正天丸治疗头痛以来"先后发表了

#C

篇疗效报告"包括与各种中西药并用治疗多种类型

头痛的疗效) 这些报告的总有效率大多在
7"a

以上"

但是"病例数都较少"一般只有
\" ]C"

例"而且'尚未

查阅到随机双盲法的临床报告"少数则是自身前后对

照"临床证据水平较低(

,

\@

-

) 同时"却有实验研究报告

#\

篇"其中不仅有药理学机制的研究"还有
\

篇建立

头痛的动物模型的报告) 另外还有
7

篇副反应报告)

正天丸包含
#7

种气味不同.作用各异甚至相反的

药物"用于治疗中医的外感风寒等各种类型和西医的

偏头痛等多种类型的头痛"属于一种撒大网捕捞各式

各样鱼虾的用药策略"临床疗效研究尚未获得能够重

复验证并令人信服的报告) 即使正天丸的
#7

种药物

中的部分药物对于治疗某种类型的头痛确实有效"也

应该继续进行临床治疗研究"获得科学可靠的数据"足

以取信于国内外医学界"再进行实验室的药理学理论

研究) 然而"这种超前的理论研究实属本末倒置的范

例之一)

与之相反"

#@CA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靛玉红科研

协作组最初根据老中医的经验采用当归龙荟丸$包括

当归.芦荟.木香.麝香.龙胆草.青黛.黄芩.黄连.黄

柏.栀子和大黄%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

例"总有

效率为
A!

!

Aa

)

#@CA

年"除去其中价格昂贵的麝香

后"治疗
#"

例"有效率为
%"

!

"a

,

7#

-

)

#@C@

年"分别

选用这个方剂中的芦荟.大黄.龙胆草和木香制造一种

药物"而用其中的青黛.黄芩.黄柏.栀子和当归制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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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种药物"分别对于
A

例患者"进行治疗试验) 结果

证明后者有效)

#@A\

年"他们采用患白血病的小白鼠模型对于青

黛和芦荟进行药物筛选"发现青黛具有治疗小白鼠白

血病作用) 青黛的主要成分包括靛兰.靛棕.靛黄.靛

玉红和盐类)

#@%"

年"他们采用靛玉红,

7!

-治疗了

$#\

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总有效率为
%A

!

!Ca

&

而利用全合成靛玉红的类似物///异靛甲$

+6;/2;>

#

I;.2

%治疗
#$\

例慢粒"有效率达
@\

!

"$a

) 所以"靛

玉红成为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常规化疗药物之

一,

7#

-

) 这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复方药的一个典范"充分

说明只有通过中西医的密切合作"采用现代高科技手

段"逐步地发现和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才能更加科学

地运用于临床实践) 从当归龙荟丸到靛玉红的研究过

程和取得的成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指明了复方

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研究人员并不能满足于复方药

取得的治疗效果"更要致力于寻找其中的有效成分"淘

汰其无效的药物"得到更为合理的应用)

#@A#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郭士魁和陈可

冀采用'冠心
"

号( $包括丹参.川芎.红花.赤芍和降

香% 治疗冠心病)

#@AC

年"制成静脉注射液"对

7!

例冠心病患者进行治疗"有效率为
C7

!

"a

,

7$

-

) 后

来又与阜外医院等
!"

余家医院成立协作组"共治疗

7 """

例急性心机梗死患者"使住院平均病死率从

#@A#

年前的
!A

!

7a

降至
#@AC

年的
#\

!

Ca

"接近国

际先进水平,

7\

-

)

#@A!

年"上海成立了丹参协作组"采

用由丹参和降香制成的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心绞痛"

有效率为
%!

!

%a

&以丹参为主的丹参舒心片$丹参提

取物
"

!

! .G

片%的有效率为
A7

!

"a

,

77

-

) 此后"药理学

家对于丹参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研究后发现'丹参的脂溶性丹参酮
",

及水溶性的

丹参素和原儿茶醛的含量较高"活性较强"而丹参素和

原儿茶醛是丹参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二

者常作为丹参原材料和丹参制剂质量控制的指标成

分(

,

7C

-

"例如"每粒丹参滴丸的丹参素含量不低于

"

!

"% 9.

)所以"丹参治疗冠心病的研究工作同样体现

了研究复方药的正确方法和途径"具有复方药现代化

研究的示范作用)

相比之下"正天丸的研究方法和步骤则表现出本

末倒置的问题"在采用多达
#7

种药物"又用于治疗各

种不同中西医类型的头痛的情况下"不是首先在临床

上确切地验证其中哪个$或哪些%药物发挥着主导作

用"对于哪种类型的头痛疗效最佳"而哪种类型较差或

无效"就贸然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实验室研究"深

入探讨其作用机制"就难免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

$小结

近年来掀起了中药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潮流"不

论单味药"还是复方药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工作都得

到广泛和深入的开展"并获得可喜的成绩) 青蒿素等

提纯药物的发明和应用得到了首肯"乃至国际的认同&

复方药的临床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初步确认了

一些验方和中成药的治疗效果) 但是"中药研究尚存

在着许多困难和障碍"例如"复方药效物质不明&没有

强说服力的临床疗效的科学数据&$中医学的%'证(的

本质不明&药物制剂落后,

\%

-等) 尤其是存在着缺乏临

床疗效的科学验证和结论之前"超前进行实验室理论

研究"劳民伤财而徒劳无功)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中药研究的主要任务还在于科学地验证单味药"

尤其是复方药的临床疗效"获得可重复的科学证据"为

国内外所公认) 然后"再努力筛选复方药内的有效药

物"最后才需要进一步对于这些药物的药理学机理进

行实验室研究"而不应该本末倒置)

结束语

古代东西方的天然药物学是非常类似和相通的"

同样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和临床应用经验) 但

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进步"人工药

物得到澎湃发展"几乎完全取代了天然药物"而使天然

药物的应用沦为'替补(的地位) 其实"自然界的天然

药物的丰富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有待采用科学手

段进行开发和应用) 中国大地上同样生长着丰富的天

然药物"加以数千年来中医积累了应用这些药物治疗

疾病的经验"而且至今仍然广泛使用) 所以"中国成为

大力开发这个宝藏的乐土"大有可为) 因此"我国的医

药界应该大力开展天然药物的开发和应用研究"使之

造福于全人类)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中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研

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绩"一些得到科学验证

的药物的提取物或制剂得到普遍认可和应用"个别药

物"如青蒿素已经得到国际的接受"并获得重要奖项)

然而"天然药物"尤其是复方药物的科学研究仍然是非

常复杂和困难的) 当前"在中药研究工作中普遍存在

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忽视临床疗效的科学验证这一基

础研究工作"而匆忙开展许多高精尖的药理学和疗效

机制的实验室研究"没有打好基础"就开始建造上层建

筑"这样的建筑物是无法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 所

以"中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研究必须像青蒿.青黛和丹

参的研究工作一样"在夯实其临床疗效的基础上"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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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班地寻找复方药中的有效药物和成分"再探讨其药

理学机理和疗效机制) 如果按照这种研究思想研究中

药"中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理想何患不能实现"我国

的医药界必将成为开发和应用天然药物资源的中流砥

柱"填补国际上天然药物研究和应用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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