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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活血化瘀中药五味药性功效的化学及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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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当前中药药性研究问题，确定以传统药味（辛、甘、酸、苦、咸）和功效为主线，提出“药物-五味-物质-效应-
功用”的“五要素”模式和研究思路。在理清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以活血化瘀中药的五味药性为切入点，阐述中药药味相关

的化学物质-功效相关的生物学基础的内在联系。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开展中药药性理论和科学内涵研究，“五要素”是转

化研究的纽带，攻克与药效作用和不同药味的差异性是难点。因此，该思路将有益于中药学的学术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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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emistry and biology based on five-tastes and function-effica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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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issues on the drug-properti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authors presented a 
research main-line on the “five tastes” (pungent, sweet, sour, bitter, and salty) and mode and idea on the “five elements” with 
“drug-five tastes-substances-effects-function” for studying the function/efficacy i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Based 
on the idea, authors elaborated a “five tastes” starting point in CMM with invigor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eliminating blood stas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emical substances related with “five tastes” and the biological basis to explain the CMM 
function-efficacy. Authors believe that in the study on the CMM drug property 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with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he “five element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nd and to capt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ve flavors” 
and function/efficacy is difficult. Thus, the idea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pharmaceutics of CMM. 
Key words: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vigor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eliminating blood stasis; five tastes; function; five elements; 
drug property 

 
中药药性理论体系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药性是根据药物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效

应和针对临床病症的实际疗效而形成的，是对药物

多种作用的高度概括。传统中药研究在不断完善过

程中创立了各种药性理论，这一整套的药性理论构

建了一个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等的药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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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长期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运用现代科学方

法对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但对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与中药药性理论中

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中药功效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则存在不足，尽管中药药性的研究思路、技术

方法有创新，但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影响，不能对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实现实质性突破，难以系统揭示

中药药性的物质基础与作用原理。有关中药的现代

研究，大多从化学药物的药效角度来认识中药的性

能、药理效应与药性，药物性能与证候基本上是各

自分开研究的。由于性味与功效的分离，药与证的

分离，使有关研究在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上以及

有效指导中药临床合理运用方面非常有限。 
中药药性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

沉、十八反和十九畏等性味理论，它是中药基本理

论的核心，其中四气、五味和归经为中药药性理论

纲领部分。正确认识五味药性对五脏调节作用及其

作用规律，对于完善和阐释中药药性理论的科学内

涵，更好地指导药性功效的化学及生物学基础研究

和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中药现代研究具

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为此，本课题组以活血化瘀药

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药物-五味-物质-效应-功
用”五位一体、紧密关联并相互佐证的中药五味化

学及生物学基础研究思路[1]，建立五味的客观表征及

其生物效应系统表达的研究模式，同时建立相关的

方法，从受体靶点、组织器官、整体动物等多个层

次的生物效应表达研究并加以关联，以期科学阐释

活血化瘀中药五味药性功效的化学及生物学实质。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近十几年，国内研究学者发表过相关研究综述

或论文[2-17]来讨论药性问题，也有应用现代科学技

术和方法研究药性的许多探索性的研究报道[18-31]，

这些文献为认识中药药性各性能的内在关联性和开

展药性的科学内涵研究提供了有益线索。 
中药药性是药物施之于机体后产生的作用，功

效是药物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对疾病有治疗性的作

用。中药药性是针对机体生理状态所产生的效应，

其功效主要是针对机体病理状态所产生的效应。中

药药性及其功效表达与疾病的性质具有密切的针对

性，也是中医药临证治法、遣药组方的重要依据，

如药性的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与疾病的病

因、病位、病性、病势密切相关，四气说明药物的

寒热属性，五味说明药物的功能特性，归经说明药

物作用的部位，升降浮沉说明药物作用的趋向，各

自说明药物功效的一个方面，与功效关联的特征性

十分明显。 
传统中药药性理论认为：中药性味“法于四时”

“入腹知性”，即从中药性味的本体（物质基础）和

其效用（生物效应）2 个层面概括了性味的基本内

涵，同时又说明二者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互相对

应的 2 个方面。药味的生物效应表达又可推演为药

物作用的趋势（升降沉浮）、药物作用的靶点（归经）

以及药效活性（功效）等不同的表达模式。由此出

发，才能以普遍联系的视角，全面阐释中药五味理

论的完整性。活血化瘀药为最常用的一类功能相同

的药物，但由于不同活血化瘀药的性味不同而表现

在作用趋势、作用位置（途径、通路）和作用功效

的差异，并作为血瘀证临证治法、遣药组方的重要

依据。本研究拟以活血化瘀一类传统中药为对象，

基于活血化瘀作用的一致性和不同药味的差异性，

以现代科学手段开展中药药性理论研究，阐明五味

药性、药物作用的趋势、药物作用的靶点（归经）

以及配伍对药性影响的科学内涵，提高对五味与功

效的化学和生物学的关联的科学认识，形成创新的

研究思路和策略，获得能体现中医学的“整体观”

的学术价值的创新研究成果。进行药性与功效的关

联性探讨，对传统中药药性理论的升华、指导中药

配伍组方和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中药药性研究中，五味药性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并且五味药性研究还存在诸多瓶颈

和技术难题。 
1.1  药性是功效的内在依据研究不足   

中药药性各要素以其各自的特点，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次上反映了中药的性质及功能。药性各要素

之间相互联系和补充，综合形成具体药物的独特效

用，成为中药功效的内在依据，赋予中药药性理论

深刻的内涵。由于历代医学家对于确定药物味的依

据不统一，因而出现了同一药物而各家记述不一的

情况。如天南星《本经》谓其“味苦”，《吴普本草》

谓其“辛”，《药性论》又谓其“味甘”。这些情况不

仅使初学者感到不解，而且也是中药学中的一大缺

点。再者，药物的味感程度不明确，药物的味感程

度多用“极”“大”“甚”或“微”等以示区别，但

这些程度区别只是相对的并无客观统一标准。如大

蓟《药性论》谓其“味苦”，《本草汇言》谓其“微

苦”；又如黄连《本经》称其“味苦”，《本草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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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大苦”，《唐本草》则称其“极浓苦”。这些似

是而非的描述不够合理，有待于制定统一客观的标

准。多数中药的性能与功效相统一或在很大程度上

相关。如苦寒之黄连、黄柏能清热燥湿；味咸之海

藻、牡蛎可软坚散结；甘寒之麦冬、石斛能清热养

阴；辛温之麻黄、苏叶能发散风寒；甘咸温润之苁

蓉、鹿茸能温肾填精等。药性与功效部分相关，但

药性与功效有时又呈现出复杂的离合关系。以上诸

多本草记载的不一致性以及性效之间的复杂关系，

使中药性味理论的现代研究更加复杂困难。 
1.2  药味与归经的联系规律性不明显 

传统医学认为中药五味与五脏有着密切的关

系。《内经》中明确指出“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

辛入肺，咸入肾”“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

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后世医药学家也均

以此为准，并将其作为中药归经、临床用药的理论

依据。然而，中药学理论表现内容并不全是如此。

而且，从临床实践来看这种某味药专入某脏的理论

与客观实际并不完全吻合。曾有学者将现所记载的

味道单一的 270 种药物进行了归经方面的统计[4]，

也有学者用计算机建立《中药大辞典》数据库，并

对中药五味和归经进行分析[5]，统计结果表明辛味

应入肝、脾、肺经；苦主入肝经；甘味应主入肝、

脾经；酸味主入肝、脾、肺经，部分入肾经；咸味

应主入肝、肾经，部分还入肺经。可见五味入五脏

的理论虽有其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但由于受当时

历史条件的局限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不可不加

分析地沿用，而应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提高。 
1.3  味-效关系的规律性难辨   

五味的作用实际上是由药物的功效总结出来

的，体现了味与功效的联系因而应具有规律性。然

而与实际不符者亦不少。如辛味能散能行，而具有

辛味的灶心土、磁石、韭子等却既不能散（散风解

表），亦不能行（行气、行血）。另一方面能散能行

却非辛味独具，如蝉蜕味甘却能疏散风热，川楝子

味苦却能行气止痛，赤芍味苦却能行血祛瘀。再如

车前子《神农本草经》言其味甘“主气癃止痛利水

道小便除湿痹”。《本草纲目》所谓“主暑湿泻痢”

很难看出其功效与甘味之间有何联系。效味关系除

了有不一致性之外，部分药物作用甚至正好相反。

如辛味的益智仁、肉豆蔻等不仅不具备散和行的作

用，反而具有收敛固涩、止泻的作用。而甘味的桑

白皮、玉米须等不仅不补反而利水。由于味与功效

之间存在的联系不够紧密甚或没有联系的现象，因

而许多药物的功效不能用其味来解释人们在用五味

来说明药物功效时常有所取舍有不具规律性或牵强

之嫌。五味在说明药物功效方面却没有明显的特征，

这不能不说是五味理论的不足。应用五味论药时出

现的随意、不规范现象与此不无关系。一些中药在

药性与功效上，其主要功效与其药性相悖或不能从

药性与其功效的关系中得到阐释，属于此种情形的

中药大多具有特殊功效（专一性）。而值得注意的是，

多种药性及其交互作用构成了中药的整体功效。由

于中药药性的多样性和性-效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几

乎没有能在性能和功效上完全相同的两味中药。功

效与药性这种复杂的离合关系表现出“效性相同”

“效同性异”和“性同效异”等特点。也就是说药性

理论的个性化特征在于其有主次之分。大多数中药

的寒热属性能够在功效中得以体现，而有的药物寒

热偏性较弱，只能作为临床遣药组方的参考因素。

如桔梗、牛膝有引药上行和下行及其他功效，而其

寒热属性并不明显。因此，在药物共性的基础上认

识中药的个性则为重要。 
1.4  揭示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研究极其有限   

我国许多学者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

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在中

药药性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方面有些创新，但受

传统思维观念影响，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缺乏质的突

破，导致从药物化学成分及实验药理学等角度认识

和研究中药药性基本特征存在不足，中药性味、归

经、升降浮沉及功效之间的相关性缺乏研究。对中

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一种性能，对五味理

论则主要从物质基础角度进行研究[2]。由于各个医

家的认识角度、学术观点、评判依据等差异，对中

药药性标注混乱的现象大有所在[4]。有学者已经注

意到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文献与理论研

究缺乏深度与广度，实验研究缺少集中药性、味、

归经于一身的系统研究[4]。由于性与效的分离，药

与证的分离，使有关研究在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

上以及有效指导中药临床合理运用的参考价值及指

导意义有限。 
在选择研究对象方面，没有注意药物性能标注

的主次关系，甚至忽略历来存在的认识分歧，其各

说不一，更难以揭示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虽有将

性味与归经结合的研究也多局限于文献数据的整

理，或者是点面结合、分散研究。而对药性认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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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缺乏把握主次、去粗取精的能力，常常真伪难辨，

亦难阐释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功能靶点是中药直

接作用的对象，它与药性的关系研究有助于在整体

层面揭示药性理论的内涵[7-9]。同时，也看到整体观

认识的复杂性[11-16]。因此，五味的物质基础及其在

靶点受体、组织分布等方面的特异性表达可作为五

味与归经之间关系的切入点。 
1.5  药效及其生物学机制研究亟待深化   

迄今为止，对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

一种性能，如针对寒热药性或归经或毒性等，对药

效或药理毒理及其机制研究较多；对五味理论则主

要从物质基础角度进行文献分析与探讨[2]；对归经

理论大多借鉴受体学说、药动学等方法进行研究[9]。

针对单味药物某一有效部位，则很难形成规律。中

药的每一种性能，只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对药物某种

作用特性加以概括、认识，均不够完善。那么作为

研究，也是单纯从一个侧面进行探索，显然有失偏

颇。加之各个医家所处的认识角度不同，学术观点、

评判依据等均有差异，在认识上不统一[3]。在中药

药理研究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性效关联”

“药证相关”的重要性，提出药性与效用关系以及药

与证相互关联的研究思路，采用系统生物学的研究

手段，坚持药效关系的宏观研究与机体生物标志物

成分系统分析的微观研究相结合[17-27]，提出化学及

生物学基础等的物质基础研究思路，有利于中药科

学内涵的阐述，应用代谢组学、转运体、代谢酶和中

药代谢标识物可以判断中药化学成分与功效的关

联。在理论和实践中，应用系统生物学对中药复杂体

系的生物学效应的物质基础也作过一定工作[28-33]。确

定体系中各元素之间相互关联的生物学网络，以及

表征与特定生理病理刺激（扰动）相关的元素或网

络之间的信息流。因此，提出以五味中的辛味药物

为对象，药性-功效-病证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辨

证关系，药性和药效对证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在此

基础上得出的药性研究结论认识将会不只限于物质

（化学成分）的范畴，更会是物质与效应的统一，其

本质将呈现多层次、多因素特征。 
2  药性与功效关系的研究进展 

中药药性是药物施之于机体后产生的广泛意义

上的作用，可以独立于疾病而存在；功效是药物作

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对疾病有治疗性的作用，必须与

疾病相联而存在。也就是说，药性主要是针对机体

生理状态所产生的效应，功效主要是针对机体病理

状态所产生的效应。同时，中药药性与功效又有着

密切的关联性，即中药各药性可从不同方面反映功

效。正如疾病有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则药性

有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四气说明寒热属

性，五味说明功能特性，归经说明药物作用的部位，

升降浮沉说明药物作用的趋向，各自说明药物功效

的一个方面，与功效关联的特征性十分明显。 
五味是药物基本属性之一，它是用来阐述药物

功用的一种理论框架，如《内经》云“甘缓”“酸收”

“苦燥”“苦泄”“辛润”等。辛能散、能行，甘能补、

能缓、能和，苦能泄、能燥，酸与涩都能收、能涩，

咸能软、能下，淡能渗、能利。虽然药物的味与功

效特点不是绝对和完全地符合古代功效的定义，但

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地反映药物的功效特点，

因此，对当时指导临床用药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

人们首先了解药物的主治，然后才逐步总结出功效，

早期的本草均基于这种实践记载各药的主治病证。

在认识药物的功效以前如果掌握了该药的五味特

点，可以增强临床用药的准确性。《神农本草经》记

载主治“咳逆上气”药物有 20 余种，却未指明这些

药物以什么样的作用治疗咳逆上气。不弄清这些药

物的五味就是不了解其作用特点，临床选用药物只

能是袭其用而用，无异于按图索骥。而古人认识这

些药的五味之后，就可能用辛散者去治疗外邪郁闭

引起的咳逆上气，用甘补者去治疗肺虚引起的咳逆

上气，用酸收者去治疗肺气不敛引起的咳逆上气。

因此在功效尚未较好地总结出来之前的特定历史时

期结合五味治疗疾病显得尤为重要，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避免用药的盲目性。 
2.1  药性是功效的内在依据 

中药药性各要素以其各自的特点，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次上反映了中药的性质及功能。药性各要素

之间相互联系和补充，综合形成具体药物的独特效

用。药性理论赋予了中药深刻的内涵，并成为中药

功效的内在依据，可以说，药性是功效的基础。多

数中药的性能与功效相统一或在很大程度上相关。

如苦寒之黄连、黄柏能清热燥湿；味咸之海藻、牡

蛎可软坚散结；甘寒之麦冬、石斛能清热养阴；辛

温之麻黄、苏叶能发散风寒；甘咸温润之苁蓉、鹿

茸能温肾填精等。 
2.2  药性与功效部分相关且又呈现出复杂的离合关系 

一方面，药性是多数药味功效的基础；另一方

面，药性与某些药物的功效并无直接联系。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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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来说，其药性有时只与其多功效中的某一些方

面的作用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是直

接的，也可以是相关联的[2]。如麻黄味辛苦性温，

辛温则能发汗解表散风寒，降逆平喘咳与其苦降之

性有一定关系，利尿则与其性味几无关联；再如地

骨皮属味甘淡性寒之品，因其性寒入肺经能清肺降

火，味甘则相对苦寒之品而言不伤胃气，然其味淡

则与功效并无直接联系。 
2.3  药性与功效不相关性 

临床上一些中药主要功效与其药性相悖或不能

从药性与其功效的关系中得到阐释。属于此种情形的

中药大多为具有特殊功效（专能），或属于驱虫、截

疟、麻醉、外用等类。如杀虫药使君子、榧子、南瓜

子等的杀虫效用与其药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大蒜解

毒消肿、治痢之功与其温热之性亦没有太大的关系；

硫黄的解毒杀虫、止痒之功与其酸温之性亦毫无关

系。而且须注意的是，药性理论的个性化特征在于其

有主次之分，何者起主导作用，功效就会更突出地体

现这方面的特性，不能一概而论。大多数中药的寒热

属性能够在功效中得以体现，而有的药物寒热偏性较

弱，只能作为临床遣药组方的参考因素。当药物的归

经作用特征大于其四性特征时，则突出与归经直接相

关的功效作用，寒热有可能在功效中并不体现的十分

明显。如桔梗、牛膝有引药上行和下行及其他功效，

而其寒热属性并不明显。不难看出，多种药性及其交

互作用构成了中药的整体功效。 
2.4  中药药性的多样性和性-效关系的复杂性 

由于中药药性的多样性和性-效关系的复杂性

使得几乎没有能在性能和功效上完全相同的两味中

药。功效与药性这种复杂的离合关系表现出“效性

相同”“效同性异”和“性同效异”等特点。因此，

在掌握药物共性的基础上，认识中药的个性则尤为

重要。临床应用中应同中见异，或相须而用，或各

有所主，或各有偏重。在总结活血化瘀中药的归经、

功效、主治和物质基础、生物学效应的基础上获得

了活血化瘀药-五味的基本分类（表 1）。 

表 1  活血化瘀药-五味分类及其部分生物效应表达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CMM with invigor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eliminating blood stasis-five tastes and expression of 
some biological effects 

生物效应表达 生物模型 
性味 药名 归经 功效 主治 物质基础 

靶点、受体 药效特点 药效、药代、机制

辛，温 川芎 肝、胆、

心包经 
活血行气、

祛风止痛

月经不调、痛经、经闭、

胸痹心痛、胁肋作痛、

肢体麻木、跌打损伤、

风湿痹痛等 

生物碱类（川芎嗪），苯

酞类（丁基苯酞、藁本

内酯），酚酸类（阿魏

酸、咖啡酸） 

组织靶向（心、肝、脑），

细胞靶向，受体靶向

（肾上腺素受体、离

子通道） 

神经递质（5-羟
色胺、NO），血

脑屏障 

药代（组织分布、局

部药动学），网络药

理学，垂钓技术，

寒凝血瘀证 
辛，温 降香 肝、脾

经 
化瘀止血、

理气止痛

用于吐血、衄血、外伤

出血、肝郁胁痛、胸

痹刺痛、跌扑伤痛、

呕吐腹痛 

挥发油（橙花叔醇、β-
欧白芷内酯），黄酮类

（柚皮素、甘草素、异

甘草素、芒柄花素）

组织靶向（心、肝、脑），

细胞靶向，受体靶向

（肾上腺素受体、胆

碱能受体） 

活血止血 药代（组织分布、局

部药动学），网络药

理学，垂钓技术，

寒凝血瘀证 
辛、苦，

温 
延胡索 心、肝、

脾经 
活 血 、行

气、止痛

血瘀气滞胸胁、脘腹疼

痛、胸痹心痛、痛经、

产后瘀阻腹痛、跌打

伤痛等 

原小檗碱型生物碱（延

胡索乙素、紫堇碱），

阿朴菲型生物碱（海

罂粟碱），原托品碱型

生物碱（原阿片碱、

别隐品碱） 

组织靶向（脑、胃、

肠），细胞靶向，受体

靶向（多巴胺受体、

胆碱能受体、阿片受

体） 

镇痛、镇静和催

眠作用，扩张冠

状动脉，耐缺

氧，抗心肌缺

血，抗胃溃疡 

药代（组织分布、局

部药动学），网络药

理学，垂钓技术，

神经血管性头痛

药效模型 

辛、苦，

微寒 
益母草 心、肝、

膀胱经 
活血祛瘀、

利 尿 消

肿、清热

解毒 

月经不调、痛经、经闭、

产后瘀阻、跌打伤痛、

小便不利、水肿、疮

痈肿毒、皮肤痒疹 

生物碱类（益母草碱、

水苏碱） 
雌激素受体、肾上腺

素受体 
兴奋子宫作用、

抗血小板聚集、

改善冠脉循环 

药代（组织分布、局

部药动学），网络药

理学，垂钓技术，

痛经模型 
苦，微

寒 
赤芍 肝经 清热凉血、

活血祛瘀

主温毒发斑、吐血衄

血、肠风下血、闭经、

痛经、崩带淋浊、瘀

滞胁痛、疝瘕积聚、

跌扑损伤、症瘕腹痛、

痈肿疮疡 

单萜类（芍药苷、芍

药内酯苷、羟基芍药

苷、苯甲酰芍药苷），

鞣质类 

血小板受体、炎症相

关受体、花生四烯

酸通路、毛细血管

通透性 

增加冠脉血流量

及心输出量、抗

血小板聚集、抗

肾上腺素、改善

微循环 

药代（组织分布、局

部药动学），网络药

理学，垂钓技术，

瘀热互结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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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生物效应表达 生物模型 
性味 药名 归经 功效 主治 物质基础 

靶点、受体 药效特点 药效、药代、机制

苦，微

寒 
丹参 心、肝经 活血祛瘀、

凉 血 消

痈、清心

除烦 

月经不调、血滞经闭、

产后瘀滞腹痛、胸痹

心痛、脘腹疼痛、癥瘕

积聚、肝脾肿大、热痹

肿痛、热病高热烦躁、

心悸怔忡、失眠等 

酚酸类（丹参酚酸 B）、
二萜醌类（丹参酮

IIA） 

受体靶向 [苯乙醇胺

N- 甲 基 转 移 酶

（PNMT）、儿茶酚 O-
甲 基 转 移 酶

（COMT）、单胺氧化

酶 A（MAO-A）]

增加冠脉血流

量、调整减慢心

律、抗血凝、扩

张血管、改善微

循环、调脂、降

血压 

药代（组织分布、局

部药动学），网络药

理学，垂钓技术，

瘀热互结证 

苦，微

寒 
虎杖 肝、胆、

肺经 
利湿退黄、

清 热 解

毒、活血

祛瘀、化

痰止咳、

泻下通便 

湿热黄疸、淋浊、带下、

水火烫伤、疮痈肿毒、

毒蛇咬伤、经闭、痛

经、癥瘕、跌打损伤、

风湿痹痛、肺热咳

嗽、热结便秘、肝胆

及泌尿系结石症 

蒽醌类（大黄素、大黄

酚、大黄酸），二苯乙

烯类（白藜芦醇、白藜

芦醇甙），黄酮类（槲

皮素） 

血小板受体、炎症因

子、花生四烯酸通

路、毛细血管通透

性、细菌内毒素 

降压、调血脂、保

肝、改善微循

环、抑制血小板

聚集 

药代（组织分布、局

部药动力）、网络药

理学、垂钓技术、

瘀热互结证 

甘、辛、

苦，温 
当归 肝、心、

脾经 
补血、活

血、调经

止痛、润

燥滑肠 

血虚诸证、月经不调、

经闭、痛经、症瘕结

聚、崩漏、虚寒腹痛、

痿痹、肌肤麻木、肠

燥便难、赤痢后重、

痈疽疮疡、跌扑损伤

多糖，苯丙素类（阿魏

酸），苯酞类（藁本内

酯） 

膜受体（稳定脂筏区、

水通道蛋白），脾靶

向（免疫相关靶点、

通路），组织靶向

（心、肝、脑），细胞

靶向、受体靶向 

降低血小板聚集、

抗血栓、增加纤

溶酶活性、调血

脂、降血压、减

低心肌耗氧量、

抗心律失常 

大鼠脑缺血模型，脑

微血管内皮细胞

保护，体外培养神

经元的保护，对神

经干细胞增殖、分

化的影响 
甘、微

苦，温 
玫瑰花 肝、脾

经 
理气解郁、

和血散瘀 
治肝胃气痛、新久风

痹、吐血咯血、月经

不调、赤白带下、痢

疾、乳痈、肿毒 

黄酮类（芦丁、金丝桃

苷），鞣质类，挥发油

胆碱能受体、雌激素

受体、毛细血管通

透性 

活血调经 痛经模型 

苦、甘，

平 
桃仁 心、肝、

肺、大

肠经 

活血祛瘀、

润 肠 通

便、止咳

平喘 

血滞经闭、痛经、产后

腹痛、癥瘕、跌打肿

痛、肺痈、肠痈、肠燥

便秘、咳喘 

苦杏仁苷、脂肪酸类、

黄酮类 
肾上腺素受体、胆碱

能受体 
抗血栓、抗凝血、

预防心肌梗死、

抗炎、抗氧化 

痛经模型 

甘、微

苦，平 
川牛膝 肝、肾

经 
逐瘀通经、

通 利 关

节、利尿

通淋、引

血下行 

月经不调、痛经、产后

瘀阻、关节痹痛、跌

打伤痛、小便不利、

淋浊涩痛、吐血、衄

血、尿血、肝阳上亢、

头痛眩晕等 

蜕皮甾酮类、皂苷类、

异黄酮类、脂肪酸类、

多糖类 

肾上腺素受体、水通

道蛋白、胆碱能受体

活血化瘀、增强

免疫功能 
血瘀证模型、免疫

模型 

苦、酸，

微寒 
白芍 肝、脾

经 
养血敛阴、

柔 肝 止

痛、平肝

抑阳 

肝血亏虚、月经不调、

肝脾不和、胸胁脘腹

疼痛、肝阳上亢、头

晕目眩 

单萜类（芍药苷、芍药内

酯苷、羟基芍药苷、苯

甲酰芍药苷），鞣质类 

炎症介质、相关通路、

胆碱能受体 
镇痛、耐心肌缺

氧、解痉、保肝、

抗炎、免疫增强 

抗炎免疫模型、肝郁

气滞模型 

甘、咸、

微辛，

平 

苏木 心、肝、

脾经 
活血祛瘀、

消肿止痛

血滞经闭、痛经、产后

瘀阻、胸腹刺痛、跌

打损伤、瘀滞肿痛 

高异黄酮类，巴西苏木

素，原苏木素类（原苏

木素 A、B、C） 

雌激素受体、5-HT 受

体、毛细血管通透性

抗肿瘤、免疫抑

制、抗移植排斥

反应、强心、改

善微循环 

肿痛模型 

甘、咸，

平 
血竭 心、肝经 内服活血

化 瘀 止

痛、外用

止 血 生

肌敛疮 

瘀血经闭、痛经、产后

瘀阻腹痛、癥瘕痞块、

胸腹刺痛、跌打损伤、

瘀血肿痛、外伤出血、

溃疡不敛 

血竭红素、血竭素、去

甲血竭红素、去甲血

竭素、松脂酸、松香酸

雌激素受体 抗血小板聚集、

抗血栓形成、扩

血管、增加血流

量、止血、抗炎

镇痛 

血瘀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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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难点 
3.1  传统记载与实际味感不符 

造成本草所载药物的味与实际味感不符的主要

原因有 3 种：其一，所选药物的品种来源、产地、

采收季节或药用部分不同；其二，因为“五味”无

客观统一的标准，由于尝辨方法及个人味觉器官差

异等所造成；其三，有的本草所载药物之味不单是

通过味觉器官尝辨出来的而是后世医药学家根据药

物的作用而推测确定的。后者是造成与口尝不符的

最主要原因，因为五味自归纳药物作用之后便渐渐

成为说理工具，所以人们往往根据药物的作用而确

定其味。如凡有发表作用的药物便认为有辛味，有

补益作用的药物便认为有甘味等。这样便出现了本

草所载药物的味与实际味道不符合的情况。例如，

《天宝单方图》谓“菊花味辛”实则苦淡等。由于历

代医家对于确定药物味的依据不统一所以还出现了

同一药物而各家记述不一的情况。如天南星《本经》

谓其“味苦”，《吴普本草》谓其“辛”，《药性论》

又谓其“味甘”。药物的味感程度不明确，多用“极、

大、甚或微”等以示区别，但这些区别只是相对而

言，所以各家在记述每一药物时不统一。如大蓟《药

性论》谓其“味苦”，《本草汇言》谓其“微苦”；又

如黄连《本经》称其“味苦”，《本草正义》称其“大

苦”，《唐本草》则称其“极浓苦”。这些均是不够合

理的，有待于制定统一标准。 
3.2  中药味感与五脏的联系无明显规律性 

祖国医学认为中药五味与五脏有着密切的关

系。《内经》中明确指出“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

辛入肺，咸入肾”“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

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后世医药学家也均

以此为准并将其作为中药归经、临床用药的理论依

据。然而中药学理论表现内容并不全是如此，从临

床实践来看，这种某味药专入某脏的理论与客观实

际相差甚远。曾有学者[4]将现行《中药学》第 5 版

教材中所记载的味道单一的 270 种药物进行了归经

方面的统计，结果酸味专入肝系者占 11%，苦味专

入心系者占 1.14%，甘味专入脾系者占 5.81%，辛

味专入肺系者占 10.29%，咸味药却无一种专入肾

系。也有学者[5]用计算机建立《中药大辞典》数据

库，从中筛选五味和归经 2 项俱全者进行统计，结

果发现辛味应入肝、脾、肺经；苦主入肝经；甘味

主入肝、脾经；酸味主入肝、脾、肺经，部分入肾

经；咸味主入肝、肾经，部分还入肺经。可见五味

入五脏的理论虽有其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但由于

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不

可不加分析地沿用而应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 
3.3  效味关系与实际不符 

五味的作用实际上是药物的功效总结出来的，

体现了味与功效的联系，因而应具有规律性。然而

与实际不符者亦不少，如辛味能散、能行，而具有

辛味的灶心土、磁石、韭子等却既不能散风解表，

亦不能行气、行血。另一方面能散、能行却非辛味

独具，如蝉蜕味甘却能疏散风热，川楝子味苦却能

行气止痛，赤芍味苦却能行血祛瘀。再如车前子《神

农本草经》言其味甘“主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湿

痹”，《本草纲目》言其“主暑湿泻痢”，很难看出其

功效与甘味之间有何联系。效味关系除了有不一致

之外，部分药物作用甚至相反，如辛味的益智仁、

肉豆蔻等不仅不具备散和行的作用，反而具有收敛

固涩止泻的作用；而甘味的桑白皮、玉米须等不仅

不补反而利水。由于味与功效之间存在联系不够紧

密甚或没有联系的现象，因而许多药物的功效不能

用其味来解释，人们在用五味来说明药物功效时常

有所取舍，有不具规律性或很牵强。五味在说明药

物功效方面却没有明显的特征，这不能不说是五味

理论的不足。 
3.4  药效或药理毒理及其机制研究 

至今对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一种性

能，如针对寒热药性或归经或毒性等，从药效或药

理毒理及其机制研究较多[3]；对五味理论则主要从

物质基础角度进行研究[4]；对归经理论大多借鉴受

体学说、药动学等方法进行研究[5]，针对单味药物

某一有效部位，则很难形成规律。中药的每一种性

能，只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对药物某种作用特性加以

概括、认识，均不够完善。那么作为研究，只是单

纯从一个侧面进行探索，显然有失偏颇。加之各个

医家所处的认识角度不同，学术观点、评判依据等

差异，在认识上不统一，对中药药性标注混乱的现

象大有所在，现有的各版《中药学》教材之间的性

味归经标注也不尽一致[6]。 
3.5  揭示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 

在选择研究对象方面，没有注意药物性能标注

的主次关系，甚至忽略历来存在的认识分歧，其各

说不一，更难以揭示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有学者

已经注意到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文

献与理论研究缺乏深度与广度，实验研究缺乏较理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6 卷 第 5 期 2015 年 3 月 

   

·622· 

想的病或证的病理模型，缺乏综合性研究，缺少集

中药性、味、归经于一身的系统研究[4]。虽有将性

味归经结合的研究者，也大多局限于文献数据的整

理，或者是点面结合、分散研究。而对药性认知确

定，如何把握主次、去粗取精，常常真伪难辨，也

难阐释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 
4  研究的关键问题 

以中药药性核心理论和传统功效为研究对象，

提出以药性研究为纲的研究思路，针对活血化瘀类

中药的药性理论关键科学问题，探索建立基于传统

功用的中药药性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解析中药药性

理论的科学内涵，创新中药药性理论，建立多元、

多维研究模式，应用系统生物学技术诠释药性理论

的科学内涵，以转化研究诸多因素的关联性，使之

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以中药五味的客观表征及其作用的趋势（升降

沉浮）、药物作用的靶点（归经）以及药效活性（功

效）等生物效应表达为研究思路，以性味不同、功

效一致的活血化瘀药为研究对象，通过味觉仿生模

型、受体靶点、药物体内过程以及整体动物症候模

型为研究和评价方法，以普遍联系的视角，全面阐

释中药五味理论的科学内涵，进一步以“药物-五味- 
物质-效应-功用”五位一体和序贯思路使五味的研

究向方剂配伍和临床实践转化。 
4.1  五味物质基础表征和评价 

选择代表性的不同药性的活血化瘀药，采用

HPLC-MS、系统化学分离等方法，并对活血化瘀药物

全成分-组分群-类成分进行系统分离和化学表征；以

味觉感知细胞分子仿生模型并结合中药五味药效界

定原则为评价模型和指标，对不同活血化瘀药的五味

药性物质基础进行评价和确定。分析研究五味的客观

化表达多元因素对活血化瘀药的相关联信息，阐明活

血化瘀药五味表达的相关性和影响规律性。 
4.2  基于五味的药效生物模型建立和药物功效研究 

根据活血化瘀药物的不同性味特点，建立相应

实验模型，研究不同性味的活血化瘀药的功效，建

立系统的多元的性味-药效-药代模式，研究活血化

瘀药多层次的性味-药物功效相关的化学物质基础

与生物学表达模式，阐释活血化瘀药的五味实质；

建立不同性味的活血化瘀药的性味物质基础表达

模式；从性味-药效相关角度研究经典活血化瘀方

药的配伍理论，从性味角度阐释方剂配伍理论的合

理性。 

4.3  基于受体靶点和体内过程（归经-组织分布）

的五味归经的药效物质基础和生物效应研究 
选择不同药味的的活血化瘀中药川芎（辛）、降

香（辛）、延胡索（辛、苦）、赤芍（苦）、虎杖（苦）、

当归（甘）、牛膝（酸）、白芍（酸）、血竭（咸）等

和相关方药，采用体外细胞和受体模型，结合体内

过程（组织分布），对不同性味的活血化瘀药的五味

的物质基础化学物质组进行生物活性筛选和追踪，

并采用 HPLC-MS、系统化学分离等技术方法，确

定五味归经的药效物质基础，探索药性-功效的机

制；根据不同方剂的“君、臣、佐、使”配伍的药

性差异，横向比较其成分-靶点网络的性质差异，挖

掘药性对方剂的体内作用综合效应。 
4.4  应用转化研究开展诸多因素的关联性研究 

以传统功效为主导和“病-证-方-效”结合的研

究思路，建立寒凝血瘀证模型和热毒血瘀证模型和

优化临床疗效评价体系，发现模型与患者群变化规

律和表征特点，确定两者医学转化的可行性；以治

疗血瘀证的经典名方血府逐瘀汤及其系列附方为研

究对象，探索升降浮沉、归经和七情和合变化与药

性关系的科学内涵。采用转化研究模式，结合药效

动力学/药物代谢动力学（PD/PK）研究寻找与功效

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不同性味药物配伍的选择

性以及与归经的相关性，结合“病-证-方-效”整体

研究和药物主要成分 PK 与 PD 相关性，发现共性

和差异性，来探索疗效确切的中药药性本质。 
5  创新研究思路 
5.1  关键科学问题 

围绕以中药药性核心理论为目标、传统功效为主

导，选定活血化瘀类中药，提出以药性研究为纲的研

究思路，凝练出以下 3 个关键科学问题：（1）统筹药

味本质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坚持药味理论的完整性、

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揭示中药药味的化学信息、生物

学信息、功效以及研究药性-功效相关生物学机制的科

学问题。（2）建立活血化瘀中药药味-物质基础-功效

相关联的实验模型，研究关键因素与药性表达的相关

性，为揭示多层次、多因素为特征的中药药味本质奠

定基础，阐明中药药味相关的化学物质-功效相关的生

物学基础的内在联系。（3）基于转化研究的“药物-
五味-物质-效应-功用”等“五要素”一体的现代中药

药味基础与应用研究，为获得连接实验室和临床相关

的药性 PK 标识物与功效 PD 终点效应指标，建立“药

物-五味-物质-效应-功用”五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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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难点。 
5.2  研究假说 

基于中药药性理论的五味的本体（物质基础）

与效用（生物效应）的对应关系，以药味生物效应

表达的药物作用的趋势（升降沉浮）、药物作用的靶

点（归经）以及药效活性（功效）等不同的表达模

式的完整性序贯思路，选择功效一致、药味不同的

活血化瘀药为研究对象，以味觉感知仿生模型并结

合中药五味药效概念的界定，研究表征五味的物质

基础；以体外细胞和受体模型，结合体内过程（组

织分布），阐释五味在升降沉浮和归经方面的表达规

律；以证-病结合的药效学模型，研究和阐释不同药

味的活血化瘀药在不同血瘀证疾病的作用特点和规

律性。统筹以上研究结果，全面阐释活血化瘀药五

味的物质基础及其生物效应表达规律；提出五味理

论在指导配伍组方和临床实践方面的理论依据。 
5.3  纲举目张的创新研究思路 

以中药药性核心理论为研究对象，提出具有创

新性的学术思路（图 1），以传统功效为主导形成的

“纲举目张”的学术思路，选定活血化瘀中药的五味

药性为切入点，围绕功效，开展药性归经等全面统

筹的研究；在可控的研究范围内坚持药性理论的完

整性，坚持中药药性理论原则，注重前沿现代新技

术、新方法的应用，突破创新和多学科交叉和多元

化因素的关联研究，揭示中药药性理论，解释、还

原其科学内涵。 
5.4  确定研究策略的基本技术路线 

以活血化瘀中药的五味药性为基础，提出以药

性为主线的技术路线的设计原则（图 2），展示了本

研究内容和计划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和目标

的统一性。 
 

 
图 1  学术思路 

Fig. 1  Academic thought 

活血化瘀药

传统五味理论

五味功效表达 五味物质基础表达 五味归经表达

活血化瘀药五味物质基
础及生物效应表达

活血化瘀药的临床实践

 
图 2  以中药药性研究为主线的技术路线 

Fig. 2  Technical route by research on drug property of 
CMM as main-line 

结合课题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难点，围绕以下

要点：统筹药味本质的研究方向和目标、优化活血

化瘀中药药味与功效相吻合的实验模型、把握基于

转化研究的“药物-五味-物质-效应-功用”五要素一

体的现代中药药味基础与应用研究，制定研究方案。 
6  研究展望 

长期以来，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

大量的数据，但对于这些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与中

药药性理论中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中药功效

之间有什么联系却缺少研究。当前，尽管在中药药

性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方面创新较多，研究成果

亦颇为丰硕，但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影响，加之中

医基础理论研究缺乏质的突破，导致中医药界对药

性的把握或基于临床应用经验，或本于现代对药物

化学成分及实验药理学等的揭示，尽管这些认识途

径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中药药性基本特征的认识，

但亦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有关中药的现代研究，均

侧重从现代化学药物的药效角度来认识中药的性

能、药理效应与药性，药物性能与证候基本上是各

自分开研究的。由于性与效的分离，药与证的分离，

使有关研究在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上以及有效指

导中药临床合理运用方面极其有限。 
功能靶点是中药直接作用的对象，它与药性的

关系研究有助于在整体层面揭示药性理论的内涵，

明确了四气、归经与功能靶点的关系和四气、五味

与作用方式的关系，利用药性理论指导中药的组方

和现代药物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必须认识“性效

活血化瘀药 
五味 

化学—药 
效关联 传统五味 受体靶点—

功效关联

中药化学及生物学 
物质基础 

功效现代研究 生物学机制研究五味理论研究 

纲举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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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药证相关”的重要性，提出将药性与效用关

系以及药与证相互关联的研究结合起来，以及采用

系统生物学尤其是代谢组学的研究手段，坚持证候

和药效关系的宏观研究与机体生物标志物成分系统

分析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由于药性-功效-病证之间

不可分割，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辨证关系，其

本质应该具有多层次、多因素关联特征。未来中药

药性本质的研究应立足于临床，以阐明中药性效关

系作为未来研究的基本导向，确立以中医药学基本

理论为研究指导思想，体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思

想，实现对传统中药药性理论的超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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