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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原植物物种数据规范化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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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名与药用植物物种之间并非一一对应, 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情况普遍存在, 很容易产生混乱,严重

阻碍了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通过对中药原植物物种数据规范的必要性和存在问题的论述, 探讨植物类中药物种

数据规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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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广大

群众在长期应用药用植物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

但中药名与药用植物物种之间并非一一对应, 主要有 3 种情

形: /一对一0 (一种中药对应一种植物) ; / 多对一0 (几种中药

对应同一种植物不同的药用部位)和/ 一对多0 (一种中药对

应多种原植物)的复杂情况。这种情形和现代植物学分类系

统不相匹配,且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情况普遍存在, 很难

全面掌握,容易产生混乱,不便于将国外天然产物领域的研

究成果收集并引入中药体系, 也使得外国人难以理解, 阻碍

了中医药走向国际的步伐。鉴于此,本文对植物类中药物种

数据规范的思路进行探讨。

1  中药原植物物种数据规范的必要性

5万物6说得好, / 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0这个/本0字,谢

宗万认为与现代生药学中所说的/ 基原0内涵有十分相似之

处。因此,中药原植物物种必须清楚准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1  物种数据规范是确保临床用药疗效的关键: 中药包括

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 但绝大多数是植物药,因此, 要确

保中医临床用药的物质基础准确与稳定,首先要确保入药物

种准确无误,如果不明确药用植物物种的种类或品种将直接

影响中药的质量与疗效。

1. 2  物种数据规范是中医药走向国际的需求:关于/ 中药0

的概念,我国中医药界习惯将具有独立药性、功效的中草药

收列为/ 一味药0 ,并给予一个药名[ 1] , 从最早的本草专著5神

农本草经6开始就是以药性与功效为归纳一味药。但随着时

代的变迁,中药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普遍存在,阻碍了中

医药的国际进程。现代研究已对中药的基原进行了考证, 采

用世界统一的拉丁学名对中药的来源植物进行标识, 是实现

中药研究和现代科学体系接轨的关键,是实现将国内外天然

产物的研究成果引入中药体系的关键,也是实现国际学术交

流与合作的关键。

1. 3  物种数据规范是知识发现的需求:有科学价值的数据

库,应能实现基于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等科学研究。数据库

是支持知识发现的基础工程。要获得高信息量、有价值的知

识,理想情况是原始数据不含噪声的正确数据。

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积累了海量数据,就要求积极运用

数据挖掘等新技术来开发这些蕴藏在海量数据中的中医药新

知识、新规律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但数据挖掘等新技

术的运用则要求数据具备一致性、完备性、有效性等特征,因

此对影响中医用药物质基础的物种数据必须予以规范。

1. 4  物种数据规范是中药自身发展的需求: 中医临床用药

如果不明确物质基础, 就会造成临床用药的混乱, 甚至造成

中医药学科理论体系的混乱, 对于学科自身发展会产生障

碍,也很难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甚至使其科学性遭到质疑。

2  中药原植物物种数据存在的问题

中药原植物物种数据应包含: 名称、分类、生长环境、形

态特征、地理分布等内容由于本文仅针对科、属、种的数据进

行探讨,因此, 中药原植物的科、属、种数据主要存在以下两

个问题:

2. 1 植物名称不统一: 我国幅员辽阔, 自然条件复杂, 植物

种类繁多, 植物名称历来比较混乱, 给使用和交流带来诸多

不便。虽然我国植物学家一直致力于植物名称的统一,并做

出了不懈努力。但目前植物名称尚未统一, 植物同名异物、

同物异名现象仍普遍存在。

为了避免植物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的混乱, 也为了便于

国际学术交流, 植物学界制定了世界通用的科学名称, 简称

学名。但由于学名不是从一开始就有, 再加上以往文献交流

不够, 使得植物拉丁学名仍存在一些问题, 如可能因学名误

订, 将同一物的正、异拉丁名误分为不同种, 或将不同种植物

的拉丁学名误为正、异名合为一种[2] 。

2. 2 分类体系不统一:植物分类上设立各种单位, 是用来表

示各种植物之间类似的程度, 亲缘关系远近, 明确植物的系

统。但由于参照的分类标准及作者观点的不同, 现在并没有

一个统一的科、属界定标准。其中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就有

若干种, 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分类系统有 4 种: 恩格勒 ( En-

gler)系统、哈钦松 ( H utchinson)系统、塔赫他间( T akhtajan)

系统和克朗奎斯特( Cronquist)系统, 4 种分类系统依据的标

准不同, 对科、属的界定也不统一。

在中药领域还没有公认的分类标准, 且有些现代本草书

未注明该书收载的中药原植物所采用的分类系统 ,往往造成

同属不同科的情况, 如范世明等[ 4] 研究发现, 5中国药典6

2005 年版(一部)附录Ó 中收载的药材牛尾菜, 其原植物为

菝葜科的牛尾菜 Smilax r iparia A1 DC1 ; 而收载的土茯苓

和菝葜药材, 其来源分别为百合科的光叶菝葜 Smilax gla-

bra Rox b1 与菝葜 Smilax china L1 , 从拉丁学名看上述 3 味

中药材的原植物是同一属的, 但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科, 即

同属不同科, 显然不符合植物分类学的要求。

3  中药原植物物种数据规范思路

鉴于中药物种数据规范的必要性, 而其又存在各种问

题, 因此,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中药原植物物种数据规范

的思路。

3. 1 统一分类标准:现代本草学书应注明所采用的植物分

类系统, 且中药领域应尽量采用统一的分类标准。笔者认为

应以法定标准5中国药典6所采用的分类系统为标准。

3. 2 依据5国际植物命名法规6进行规范:中药原植物物种

数据的规范应遵守5国际植物命名法规6, 如遵守拉丁学名及

拉丁异名具有唯一性的原则等。

3. 3 采用权威书籍收载的物种数据为标准: 作为物种数据

规范的标准, 其数据源必须是有效而又规范。有效, 必须满

足权威性、可靠性, 以及数据库中的数据量必须足够大, 因

此,可以采用5中国植物志6和5中国中药资源志要6两本权威

书籍的数据为标准。

3. 3. 1 5中国植物志6作为权威物种数据的可行性分析: 5中

国植物志6( 1959 ) 2004 年,以下简称5植物志6)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植物学巨著。全书 80 卷 126

册, 5 000 多万字,记载了我国 3 万多种植物, 共 301 科 3 408

属 31 142 种。该书基于全国 80 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 31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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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 164 位绘图人员 80 年的工作积累、45 年艰辛编撰才

得以最终完成。这一著书规模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无疑从收载植物物种数量上,5植物志6满足作为/ 中药物种

库0的后台。

吴征镒院士在为5中国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名称总汇6

一书作序时提到: / 统一中国植物名称的原则,要把已出版的

全国植物志、地方志、专著和论文中所有科、属、种名称, 依

5植物志6为基础的精神予以统一名称0。王锦秀等[ 5] 研究制

定了/ 中国种子植物中文名命名法规刍议0 ,在该刍议总则中

也要求依据5植物志6名称为基础的精神来统一植物名称。

我国专家对于5植物志6数据质量的肯定,说明从数据规范的

角度,5植物志6可以满足作为中药物种数据规范的标准。

5植物志6虽然收载数据量大, 数据规范, 反映我国的高

等植物全貌,包含高等药用植物物种的基本状况, 但5植物

志6未收载藻类、菌类、地衣类等低等植物, 因此未能反映低

等植物中的中药物种。

3. 3. 2  5中国中药资源志要6作为权威物种数据的可行性分

析:5中国中药资源志要6( 1994 年, 以下简称5志要6 )收编植

物药 11 020种, 涵盖我国高等、低等药用植物。该书资源来

源于 1983 年历时 5 年, 4 万人参与的全国大规模的中药资

源普查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 5 年时间整理编写而成。

该书较全面反映我国中药资源总体分布状况,该书虽出版于

1994 年,至今也是一本公认的具有较大实用价值和参考价

值的工具书[6] 。谢宗万在评价5中国中药资源丛书6时指出:

/ 植物学名准确是5志要6一书的特点。0可见5志要6从收载的

数据量和数据质量上均符合作为建立/ 植物物种库0数据源

的标准。因此,可采用5志要6中收载的低等植物部分数据,

来弥补5植物志6未收载藻类、菌类、地衣类等低等植物数据

的不足。

3. 4  规范原则: 参考一些学者[5, 7] 的观点, 制定如下中药物

种数据规范原则:

( 1)植物名称要实现/ 一物一名0。

( 2)与科属名称相关的植物种名优先保留, 如百合科

L ilium brownie F1 E1 Br ow n ex M ilellez 与豆科 Crotalar ia

s ess ilif lora L1 同用/野百合0作正名,前者保留用/ 野百合0,

后者改用其他名称。

( 3)权威书刊上的名称优先保留, 如最新版5中国药典6

数据优先的原则。

( 4)科、属界定以5植物志6和5志要6为标准。

( 5)在统一名称时, 竭力避免另起新名, 若需新拟名称,

一般从原有异名中选一个尚未被其他植物应用的名称为正

名, 并避免使用/ 古、生、僻、拗0等字。

4  结语

中药原植物物种是中医临床用药的物质基础 ,现代中药

的 3 个基本标准 ) ) ) 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均与中药基原的

原植物物种有关。中药材的生产是中药生产的第一环节, 中

药材品质的保障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关键问题之一,

应当引起中医药行业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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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药注射剂研究开发及安全性问题的思考

刘春平,易智彪
*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普宁  515300)

摘  要:中药注射剂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剂型, 在临床治疗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但由于质量问题或临床使用不科

学,几乎所有中药注射剂都出现过不良反应报道, 多个品种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使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问题成为了民

众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分析阐述了中药注射剂研究开发现状、临床使用及不良反应情况,并从我国政策法规、立项

思路及安全性应对对策 3 个方面为今后中药注射剂研究开发提供思路。

关键词:中药注射剂; 研究开发;安全性;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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