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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不同部位入药功效取向差异的化学物质基础与药性关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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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药方剂数据库为基础，检索其中包含当归不同部位入药的方剂。应用适宜的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分析当归不同

入药部位的药性特点及其适应病证的变化规律。结合当归组织结构、当归不同部位化学成分分布特点，以及药效学报道，探

讨当归不同入药部位功效取向差异机制及其应用病证的变化规律。结果显示，当归不同部位入药功效取向差异的化学物质基

础与药性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当归不同部位临床用药的趋向性与古人所述“归头止血、归身补血、归尾活血、全当归活血补

血”之结论基本一致。为当归不同入药部位的临床科学合理用药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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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emical materials and drug nature association of efficacy orientation 
of different parts from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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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Formulae Database, all prescriptions including different parts from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ASR) were searched. Applying appropriate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he herbal property and rule of indications of 
different medicinal parts of ASR were analyzed from statistical data. Combining with the tissue characteristics, chemical constituents 
distribution, and related pharmacodynamics reports of different parts of ASR,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efficacy orientation mechanism 
of different parts of ASR and the rule of applying to disease with syndrome. The results revealed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property and 
chemical materials of efficacy orientation of different ASR parts. The tendency of clinical effects from statistical data was nearly 
consistent with the ancient conclusion, which means “The head of ASR was used mainly to stop bleeding, the body of ASR was good 
for regulating and nourishing blood, and the tail of ASR was utilized primarily to promote blood circulation”. This research coul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different parts of 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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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为补血之要药，

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等功效，在妇

科疾病遣药组方中多见应用，素有“十方九归”之

称。药性是中药应用的依据，据性用药是中药应用

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核心理论构建[1]。古代医家早就

认识到当归不同部位药性存在差异，并在实践中将

其分成全归（整根）、归头（根头）、归身（主根）、

归尾（支根）等规格应用于临床，迄今已有 1 500
余年历史，目前仍是临床沿用的、同一器官不同入

药部位的药材品种[2]。 

从历代本草对当归药性的记述来看，对当归药

性的认识较为一致。当归性温，味甘、辛，甘以补

血、辛以活血行气、温以祛寒，故有补血、活血、

行气止痛、温经散寒等多元功效，“其气轻而辛，故

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为血中之气药”，

当归“气厚味薄，可升可降”，其药用趋向多样化：

元代有“头止血，身和血，梢破血”之说（《汤液本

草》）；明清后有“头止血而上行，梢破血而下行，

身养血而守中，全活血而不定”的论述（《本草通玄》）

等。当归因其不同部位药性的差异而被公认为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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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理论的主要典型，从古人对归头、归身、归尾与

全归入药的药性与功效取向比较（表 1[3]）可以看

出，当归不同部位药性研究的缺失，导致临床用药

局限在“据症而用”，掩盖了当归药性的丰富内容，

禁锢了其用药思维的灵活性。 
至今人们尚无法科学认识当归不同部位多元

药性的实质。本研究拟对古代当归不同部位入药文

献资料进行数据挖掘，探讨当归不同入药部位的药

性特点及其适应病证的变化特点，为揭示当归不同

入药部位功效差异机制及其应用病证的变化规律，

及当归不同入药部位的临床科学合理用药提供科

学依据。 

表 1  当归不同入药部位药性与功效取向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herbal property and efficacy orientation of different parts of ASR 

商品名 药用部位 功效取向 升降 性味 归经 

全归 完整根 补血和血 不定 味甘、辛，性温 心、肝、脾 

归头 根头 止血 上行 — — 

归身 主根 补血 守中 — — 

归尾 支根及须根 活血 下行 — — 
 

1  方剂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方剂研究数据来自于江苏省方剂研究

重点实验室自建的中药方剂数据库，以 Microsoft 
SQLServer 2000 为后台服务软件，单机版检索。对

检索所得方剂分类统计，进行组方、用法、主治等

方面的检索和分析。挖掘当归不同入药部位功效差

异机制及其应用病证的变化规律。全部方剂比较分

析的有关数据采用 Excel 2003 进行统计处理，得出

相关结论。 
2  结果与分析 
2.1  当归不同部位入药具有功效取向性的理论是

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据考证，当归按部位入药的记述始于《雷公炮

炙论》[4-5]。由于派别医家各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因

此历代文献记载多有相悖之处，认识并不统一，但

时有记载，如唐代蔺道人所著《仙授理伤续断方》

中“乌龙角”方即选用当归尾外用治疗跌扑伤损，

筋骨碎断。至金元时期，当归不同部位入药的功效

差异被广泛阐述，尤以李东垣“头止血而上行，身

养血而中守，梢破血而下流，全活血而不走”之描

述为精辟，后世医家多从此说法[6]。 
数据库检索所得当归不同部位入药方剂收载

于 852 部医书，对其撰写年度分析发现，当归入药

最早并不区分部位，是经过前人长期的医疗实践，

在对当归不同部位的性质及其疗效不断深化了解

与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其作用于人体的不同表现进

行概括和总结而来。经过金元时期药性理论的蓬勃

发展，在理论和临床应用上有所突破，《兰室秘藏》、

《东垣试效方》、《女科万金方》等医书收录当归不

同部位入药的方剂日渐增多，如《兰室秘藏》中“黄

耆当归人参汤”选用当归身增强和血养血之功效。 
统计发现，归头的应用记载几乎均在明清。归

身和归尾入药的记载中，在明清两代的比例分别达

到 75.1%和 79.7%，均明显超过同期全当归临床应用

51.2%的比例，见图 1。这显示随着临床中对其药性

认识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的不断深入，明清时期已逐

步将归身、归尾等分开应用于临床，并对当归不同

部位入药药性差异和临床疗效的认识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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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收录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方剂所属年代统计图 
Fig. 1  Age statistical graphs of prescriptions involved different parts of 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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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归不同部位临床用药的趋向性与古人所述

“归头止血、归身补血、归尾活血、全当归活血补

血”基本一致 
经检索中药方剂数据库收载的共 96 593 首方

剂中，收录“归头”的方剂有 30 首、“归身”1 011
首、“归尾”738 首、“全归/当归”7 717 首。按不

同部位主治病症，按血虚萎黄、眩晕心悸、月经不

调、经闭痛经、虚寒腹痛、肠燥便秘、风湿痹痛、

跌仆损伤、痈疽疮疡、眼疾、止血及其他项分别统

计汇总，再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归

头统计时为止血）及其他 5 大功效进行归类，补血：

血虚萎黄、眩晕心悸；活血：风湿痹痛、跌扑损伤；

调经止痛：月经不调、经闭痛经、虚寒腹痛；润肠

通便：肠燥便秘；其他：痈疽疮疡、眼疾等。当归

各个部位所发挥的功效其相对应的病症及收录方

剂统计情况见表 2。 
全当归具有补血活血（即和血作用）、润肠通

便、止痛的作用；当归身主要具有补血作用，且

力量较强；当归尾的作用重在破血祛瘀；而当归

头主要在于止血。将统计结果绘制图（图 2），可

较为直观地发现古代当归不同部位入药的临床使

用取向性。 

表 2  当归不同部位功能主治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characteristics on functions 

 of different parts of ASR 

功效 主治 
全当归 / 

首 
归头 / 
首 

归身 / 
首 

归尾 / 
首 

补血 血虚萎黄 3 748 10 691 78 
眩晕心悸 516 5 159 29 

活血 风湿痹痛 1 437 0 84 86 
跌仆损伤 316 2 28 132 

调经止痛 月经不调 429 0 97 37 
经闭痛经 252 0 37 31 
虚寒腹痛 615 5 46 47 

润肠通便 肠燥便秘 295 0 43 64 
止血 止血 252 7 39 19 
其他 痈疽疮疡 1 164 6 166 273 

眼疾 233 0 66 86 
其他 839 10 217 223 

功效收录合计 10 096 45 1 673 1 105 

方剂数合计 7 717 30 1 101 738 

 

由图2可较为清晰地看出当归不同部位在临床应

用时的功效趋向性：全当归兼具有补血和活血的功

效，在其临床应用时，其补血应用率为 42.2%，活血

应用率为 31.2%。归身主要用于补血（50.8%），归尾

主要用于活血（52.2%），归头由于临床应用方少（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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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当归不同部位临床应用功效趋向雷达图 
Fig. 2  Radar graphs of clinical effects tendency of different parts of 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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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其功效取向性不明显。 
利用数据挖掘手段，从古代方剂中寻找到了当

归不同部位入药的功效差异的充分证据。为后续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临床应用证据。 
3  讨论 
3.1  当归不同部位组织结构不同，是其所含化学成

分量差异的生物学基础 
近年来，在当归价格高价运行的现状下，出于

经济考量，有部分药厂在投料时，无视所生产成药

补血与活血的疗效差异，采用价格较便宜的归尾代

全当归使用以降低成本。但值得关注的是，当归的

不同部位组织结构不同，其所含有的化学成分也不

尽相同。 
药用植物的主要药用成分的量产生动态变化，

其主要原因与植物的生长发育中次生产物的消长

规律及贮存结构的发育变化相关[7]。当归根的次生

韧皮部远较次生木质部发达，在次生韧皮部分布有

大量的分泌道。主根部分次生韧皮部约占根横切面

的 2/3～3/4，次生木质部约占根横切面的 1/3～1/4。
而在支根部分，韧皮部可占到断面总面积的 7/8[8]。

赵橘黄等[4]研究发现，当归挥发油量的多少与其分

泌组织多少有关，归身中分泌囊最多，结果表明其

挥发油的量也高于归头和归尾。 
对全当归药材进行不同部位切制得率的研究

发现[9]：对 20 批次当归样品，按照传统记载方法分

别切制，归头、归身、归尾的得率分别为 7%、24%、

68%。当归不同部位药用成分贮存结构及各部位比

例的不同，可能是影响当归不同部位化学成分量差

异的生物学基础。 
3.2  当归不同部位化学成分具有明显差异性 

比较近 30 年来当归不同药用部位中化学成分的

差异文献来看，其不同部位化学成分分布特点见表 3。

表 3  当归不同药用部位化学成分分布情况 
Table 3  Statistic characteristic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arts of ASR 

序号 成分类型 成分分布特点 参考文献 

1 挥发油 以归尾最高，归身其次，归头最低；从油的组成来看，各部位成分组成基本相似，但

相对量差异较大 
10-11 

2 藁本内酯 一般认为归尾中藁本内酯相对量最高 12-13 

3 阿魏酸 以当归尾为最高，当归身其次，归头最低；全当归高于当归身 13-18 

4 浸出物 对醇浸出物及水浸出物进行比较发现，全当归通常高于当归身 14-15,17 

5 多糖 当归多糖以归身为最高，归头其次，归尾最低，全当归高于当归身 15-16 

6 鞣质 归头的量明显高于归身和归尾 19 

7 无机元素 铁在归尾的量较高，锌在归头中的量较高；各部位元素有较大差异 20-21 
 

另有学者利用红外光谱法[22]也显示了不同部

位当归化学成分整体的差异性。 
上述文献结果显示，当归不同药用部位中各种

有效成分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这可能是当归不

同部位具有不同药性，在临床表现出功效差异性的

物质基础。 
随着近年来UPLC-Q-TOF-MS/MS、GC-MS 等质

谱技术的成熟和推广，研究人员正在逐步建立能全面、

客观反映当归功效的多指标评价体系[23-27]。为全面揭

示当归不同部位功效物质基础提供了有利条件。 
3.3  现有当归不同部位功效差异的药效学实验结

果无法完全揭示其作用机制 
早期研究显示[28]，当归头、身、尾之间对离体

兔子宫平滑肌兴奋作用无统计学差异，现有对当归

不同部位功效差异开展的实验，均以单一指标进行

评价，无法准确体现当归药性多元化的特点，也未

能全面揭示当归活血、补血、止血等的多元功效差

异。值得注意的是，Zhan 等[29]研究结果显示，经酒

制后，当归中阿魏酸、藁本内酯量的改变，导致其

抗血小板聚集及雌激素活性的提高。 
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当归不同用药部位成分量差

异与其药效结果的差异存在一定联系，可能是造成了

其药性的改变，引起临床功效趋向不同的重要因素。 
4  结语 

药性是中药应用的依据，“据性用药”是中药

应用的基本思维方式。深刻把握当归的药性，方能

在临床实现辨证用药，提高临床疗效。当归是当前

临床上应用的极少数同一器官不同部位入药，功效

有明显差异的药材品种。但目前人们尚无法科学认

识当归多元药性的实质，临床用药局限在“据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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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掩盖了当归药性的丰富内容，禁锢了其用药

思维的灵活性。因此，从药性角度出发，揭示当归

不同入药部位功效差异机制及其应用病证的变化

规律，可使研究的结果回归中医的诠释系统。 
本研究基于文献信息资源，应用数据挖掘技术

探讨当归不同入药部位的药性特点及其适应病证

的变化规律，从文献记载的沿革变化、功效用法、

物质基础等方面对当归不同部位的差异进行归纳

整理。通过以上研究，初步揭示了当归不同入药部

位功效差异机制及其应用病证的变化规律，研究表

明当归不同入药部位所含化学成分存在一定差异，

且与其功效的差异具有一定关联性，为当归不同入

药部位的临床科学合理用药提供科学参考。 
但目前已有化学和药效学实验只是部分解释

了这种差异性，距离全面揭示其内在关联性尚有一

定距离。后续研究需要在现有报道基础上，开展基

于当归多元功效物质与其药效学实验关联性的深

入研究，采用多变量统计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才能

深入揭示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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