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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性理论不仅是中医药学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指导中医临床组方用药的重要依据。中

药药性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配

伍、有毒无毒、配伍禁忌等基本内容，其中五味药

性理论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五味不仅反映中药自身

功效属性，更在临床药物配伍应用中发挥其药效作

用。本课题组已对辛味xNz及酸味xOz的药性表达及在

临证配伍中的应用进行了整理，并提出了“药物J
五味J物质J效应J功用”五要素新型研究模式xPJQz。本

文则主要对苦味中药的药性表达及在临证配伍中

的应用进行论述及探讨，以期为中药的合理用药及

遣药组方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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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苦味涵义及功效内涵=
NKN= = 苦味的原始涵义=

关于“苦”的记载可追溯到春秋之前，如《山

海经》明确记载了酸、甘、苦、辛 Q 种滋味。春秋

战国时期《管子》记载：“在味者酸、辛、咸、苦、

甘也”。《荀子•正名篇》中载：“甘、苦、咸、淡、

辛、酸奇味以口异”，即“苦”最初指通过口尝获得

的滋味xRz。《尚书•洪范》最初将“苦”配属与五行

之一的“火”，此后“苦”逐渐被赋予深层的涵义，

《黄帝内经》中《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脏气法

时论》及《素问•五常政大论》等多个篇章谈及“苦”

味，将时令、家畜、谷物、星占、音律、术数等内

容与“苦”建立联系，即谷麦，畜羊，果杏，手少

阴，脏心，色赤，味苦，时夏。《本经》中明确指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并将“苦”

味列入药性特征，即“苦”不仅指真实的滋味，更

是一种功能（性质）的体现。=
NKO= = 苦味的功效内涵=

针对苦味的功效，最初记载于《素问•脏气法时

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内经》

言：“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

以泄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脾欲缓，急食甘

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之后《本草从新》记

载：“凡酸者能涩能收，苦者能泻能燥能坚……此五

味之用也”xSz。再结合《中药学》第 O 版xTz，总结

“苦”味的基本功效为能泄、能燥、能坚，通常认为

其还具能温、能发、能下等方面功效。=
苦能泄，《素问》记载：“酸苦涌泄为阴”，《汤

液本草》记载：“大黄，阴中之阴药，泄满，推陈致

新…”，此处主要指泻下作用，大黄为其代表药，此

外《素问·至真要大论》：“阳明之复”“太阴之复”

均有以苦泄之，以苦下之的记载。《素问•脏气法时

论》：“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此处指泄气逆，

如葶苈子、杏仁降气平喘，半夏、陈皮降逆止呕。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言：“岁宜咸以耎之，而调其

上，甚则以苦发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则以

苦泄之”，并结合少阴司天的运气特点，此处有泄火

之意，如黄芩、知母、桅子泄火除烦。《类经》言：

“开燥结以通实邪”，并结合《素问》：“阳明之复”

之“以苦泻之”，此处有开泄、泄湿之意，即苦能泄，

有泻下、泄气逆、泄火、泄湿 Q 个方面的含义。=
苦能燥指苦味药具燥湿的作用，如《素问•脏气

法时论》：“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素问•六元正

纪大论》言：“岁宜苦以燥之温之”；《素问•至真要

大论》：“湿淫于内”“湿淫所胜”“太阴之复”等均

有以苦燥之的记载，并有苦寒、苦温之分，如黄芩、

黄连能燥湿清热，用于湿热证；厚朴、苍术能散寒

燥湿，用于寒湿证xUz。=
苦能坚主要体现在 P 个方面：一是平相火，固

肾阴，《素问•藏气法时论》言：“肾欲坚，急食苦以

坚之”，即坚肾阴，黄柏、知母为其首选药，如《医

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中记载：“惟是以黄柏之苦

以坚肾，则能制龙家之火；继以知母之清以凉肺，

则能全破伤之金”。再结合后世医家的临床经验及理

论，可认为苦味“坚阴”是清滋并用的结果，苦寒

药清热泻火是其手段。二是清热泻火，顾护阴津，

叶天士在《三时伏气外感篇•春温》言：“春温一

证……昔贤以黄芩汤为主方，苦寒直清里热。热伏

于阴，苦味坚阴乃正治也”，其中“苦味坚阴”指清

泄邪热的同时保护阴津，有别于滋阴。三是泻下以

存阴，常用“釜底抽薪，急下存阴”之法，《伤寒论》

中大、小承气汤为其代表方剂，泻火存阴是通过苦

寒药清热泻火作用而间接达到，但该法邪热从下窍

而出xVz。苦味药能温、能发、能下等功效，可能与

苦味五行属火有关，不再一一阐述。=
O= = 苦味药的归纳和分析=
OKN= = 苦味药的基原=

以《中国药典》OMNM 年版一部xNMz为依据，收载

SNT 种中药，其中具有苦味的 PNR 种（包括兼味），

占总数的 RNKNB；PNR 种苦味药，其中 R 种矿物药，

Q 种动物药，T 种藻菌类，NN 种其他类（树脂、煎

膏及结晶等），其余均为植物药，占总数的 VNKQB，

可以看出苦味药大部分来源于植物。从药用部位分

析，苦味药主要以根及（或）根茎为主（表 N）。从

科属来源总结出，苦味药虽然涉及较多的科属，但

主要集中分布在几个主要的科属（表 O）。=

表 N= = 苦味药主要的药用部位=
qable=N= = jain=medicinal=parts=of=bitterJtaste=Cjj=

入药部位= 苦味药/总药味=

根和（或）根茎= NMSLNRM=

地上部分= OVLQQ=

叶= OTLQM=

果实= OSLSR=

全草= OQLPR=

种子= ONL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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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O= = 苦味与四气的关系=
四气指药物作用于人体后所体现的的 Q 种不同

效应，即寒、热、温、凉 Q 种属性，并非药物本身

固有的性质。可以说，四气是在药物的五味作用于

人体后才产生的。味是性质，气是效应，苦味与四

气的关系亦是药物与效应的关系，将二者综合看才

能正确地辨识药物的作用，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

归纳总结《中国药典》OMNM 年版一部所收载苦味药

的四气药性分布规律，从表 P 可看出苦味药大部分

以寒（凉）药性为主。=

表 O= = 苦味药主要的科分布=
qable=O= = jain=family=distribution=of=bitterJtaste=Cjj=

科= 苦味药/总药味= 科= 苦味药/总药味

菊科= PRLPV= 蔷薇科= NNLOM=

芸香科= NQLNS= 伞形科= NNLNT=

百合科= NOLNV= 毛茛科= NMLNQ=

豆科= NOLPR= 五加科= VLNM=

唇形科= NNLOO= 蓼= = 科= TLNN=

表 P= = 苦味药与四气的关系=
qable= P= = oelationship= between= bitterJtaste= Cjj= and= four=
properties=

四气= 总药味数= 苦味药数量= E比例/BF

寒= OOM= NQT=ESSKUF=

热= NV= R=EOSKPF=

温= NVV= UP=EQNKTF=

凉= QU= OS=ERQKOF=

平= NOV= RP=EQNKOF=
=
OKP= = 苦味与归经的关系=

归经是指中药对人体某个特定部位具有高度选

择性治疗作用的特点，即某些中药对某些脏腑经络

有高度的敏感性。五味与归经的渊源最早源于《素

问》：“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

此五味之所合也”。随着用药经验的积累及五味归经

理论的发展，“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

咸入肾”的理论广泛指导临床应用，被历代医家学

者所接受。归纳《中国药典》OMNM 年版中苦味药与

归经的关系，可看出苦味药主要归肝经、肺经、胃

经，见表 Q。与李盛青等xNNz总结的“纯苦味、复合

苦味和总苦味均主入肝经”的说法一致，但值得注

意的是，与传统认为的“苦入心”有所出入，有待

进一步探讨。=

表 Q= = 苦味药与归经的关系=
qable= Q= = oelationship= between= bitterJtaste= Cjj= and=
meridian=entry=

脏腑= 苦味药= 脏腑= 苦味药=

肝= NTQ= 胆= NU=

心= TP= 大肠= RP=

脾= UO= 小肠= U=

肺= NOU= 膀胱= OQ=

肾= TM= 心包= P=

胃= VT= 三焦= Q=

=
OKQ= = 苦味与升降浮沉的关系=

升降浮沉指药物作用于机体后发挥药效作用的

趋向性，升、降有导向的含义而沉、浮有功能的含

义，在揭示药物定向属性的同时，反映药效作用的

趋向性。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取决于其气味厚薄。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记载：“阴味出下窍，阳气

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

薄为阳之阴”。《药类法象》载：“苦药平升，微寒亦

平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本草备要》指出：

“酸苦涌泄为阴，重浊沉降为阴，阴气出下窍”。从

以上论述可知：苦为阴，有沉、降之性。统计《中

药学》xNOz教材中 QSS 味中药中苦味中药性能，发现

苦味中药以沉降为主，与上述理论保持一致。=
OKR= = 苦味与毒性的关系=

五味既是功效发挥的物质基础，亦是产生毒性

的物质基础。与传统观念认为“毒性指中药的偏胜

之性及毒副作用”不同，现代中医药学理论认为，

毒性指中药对人体所产生的严重不良反应及损害作

用，可用来反映中药安全性。苏薇薇等xNPz研究认为

肝毒性主要集中在苦、辛 O 类中药；林小琪等xNQz研

究提示肝毒性中药与四气、五味、归经无相关性，

而禄保平等xNRz研究表明肝毒性中药虽与四气、归经

无相关性，但与五味则有一定弱相关性；宋秉智等xNSz

则分析认为，具苦、辛味的药物对神经系统产生毒

性的概率明显比其他味偏高，从上可看出五味与毒

性的关系尚未明确，需进一步研究。归纳总结《中

国药典》OMNM 年版一部所载的 SNT 种中药，有 UP 种

中药具不同程度毒性，无毒药以甘、酸味为多，有

毒药以辛、苦味较多，与先前报道一致xNTz，见表 R。=
OKS= = 苦味与化学成分的关系=

苦味药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药效物质基础的研

究，而其功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含无机元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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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 = 五味与毒性的关系=
qable=R= = oelationship=between=bitterJtaste=Cjj=and=toxicity=

五味= 总药味数= 有毒药味数= E比例/BF=
辛= OPM= RM=EONKTF=
苦= PNR= QU=ENRKPF=
甘= OPV= V=EPKUF=
咸= RS= S=ENMKTF=
酸= QO= P=E=TKNF=

有机物质的种类和量。中药中微量元素的种类及量

可决定中药性味及判别不同功效xNUz。陈和利等xNVz研

究表明，中药四气与镁、镍、锰、铬、钴 R 种微量

元素的量有关，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药“味”的

本质，苦味药中无机微量元素的量总均值居第 Q 位，

其功效的物质基础可能与高锂、高钙有关。钙能强

健骨骼、钙化病灶可能是“苦坚”的原因所在，苦

味药的泻火作用大概是高锂的原故。味苦者，其化

学成分大多包括生物碱、挥发油、苷类、醌类、黄

酮类及苦味素等，苦温药以挥发油为主要成分，而

生物碱和苷类成分为苦寒药的主要性味来源xOMz。=
P= = 苦味表达的研究应用=
PKN= = 苦味的味觉受体=

苦味的产生是由于味觉物质作用于味觉感受器

（味蕾）上，苦味受体基因在味觉受体细胞（taste=
receptor=cell，qoC）中表达后，再由 qoC 将产生的

味觉信号经细胞内信号传导、神经传递等过程，最

终传达至大脑味觉皮层xONz。苦味产生包括 P 个基本

要素即味觉物质、相关受体和离子通道。jatsunami
等xOOz根据人对苦味敏感的基因座位在遗传草图上

的位置，并搜索 akA 序列数据库，发现了苦味受

体基因 qOo。qOo 基因除共表达外，还可以在表达

味导素的细胞中选择性表达xOPz，但均在受体细胞

表面表达，受体细胞不仅存在于口腔的味蕾中，在

脑、消化道和呼吸道等多个部位也发现表达的 qOo
受体xOQz。=

目前已发现苦味的味觉相关受体为 qApOos 家

族，是一类 T 次跨膜的 d 蛋白偶联受体（dmCo）xORz，

且研究发现苦味受体能与多数苦味中药的化学成分

结合，如苦艾中的木防己苦毒素等 U 种苦味物质均

能与 hqOoNQ 受体相结合 xOSz；马兜铃酸能激活

hqOoQP 和 hqOoQQ= O 种受体xOTz；hqOoQP 受体亦能

被芦荟素所激活xOUz，初步表明中药苦味物质激活依

赖于 qOo 受体基因，可认为苦味中药的味觉表达与

qOo 受体有一定联系。总之，苦味受体的研究不仅

为中药新药开发提供了更多渠道，更为治疗神经系

统、消化道和呼吸道疾病提供一个新方法。=
PKO= = 苦味的味觉表征=

历来医学典籍记载的中药滋味均来自口尝，但

因人工评价存在主观性强、重复性差、模糊性强、

局限性高、科学性差等缺点，导致同药不同味的现

象发生，给医者带来一定困扰。同时随着医药市场

的国际化，中药现代化研究必须重视中药滋味的准

确性，传统方法不再适应发展的需求，其表征方法

研究则成为重中之重。电子舌（electronic=tongue）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和人类味觉系统相仿的分

析、识别液体“味道”的新型检测仪器xOVz，主要由

味觉传感器阵列、信号处理系统和模式识别系统 P
部分组成，其检测结果不是被测样品中某种或某几

种成分的定性与定量结果，而是样品的整体信息，

称作“指纹”数据xPMz，具灵敏度高、重复性好、可

靠性强等一系列优点，现已广泛应用于药学领域，

如运用于苦味中药滋味的区别及评价、掩味效果评

价、质量控制、物质基础研究、判断药材产地、识

别不同年份药材xOVIPNJPQz，也有学者研究将电子舌用

于判断某些有毒中药炮制的火候xPRz。=
PKP= = 苦味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具苦味主要是味觉对其化学成分的识别，

化学成分不同，作用亦有差异，并对应不同的物质

群，为更合理地阐明苦味药的物质基础，则需对苦

味药进行物质基础表征。王艳宏等xPSz利用性味药理

学评价方法研究麻黄苦味物质基础为生物碱类成

分；杨志欣等xPTz研究吴茱萸苦味拆分组分包括黄

酮、柠檬苦素类成分；李丽等xPUz研究结果表明五味

子苦味物质为木脂素类成分。根据前人的总结和归

纳，苦味中药主要含有生物碱、苷类、黄酮及苦味

素 Q 类化学成分，其中生物碱与苦味素是组成苦味

药味感的主要来源xPVz。但目前苦味物质基础表征研

究尚在初级阶段，技术并未成熟，本文参考辛味表

征及物质拆分表征研究思路xNz及中药性味理论研究

新模式xQMz，并基于现代仿生技术及化学分离分析技

术提出苦味的味觉表征及其物质基础拆分表征研究

思路，见图 N。=
Q= = 苦味药性理论在临证配伍中的应用=

对《中国药典》OMNM 年版所收录中药的五味分

布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收载的 SNT种中药中有 PNQ
种苦味药（包括兼味），占总数的一半，说明苦味药

应用较为广泛，同时苦味与其他味的配伍应用也相

当常见，如“苦辛通降”“苦降辛开”“酸苦涌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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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N= = 苦味味觉表征及其物质基础拆分研究思路=

cigK=N= = qhinking=of=study=on=characterization=of=bitter=taste=in=sense=and=material=separation=characterization=

“苦酸泄热”“苦寒清热”“甘温苦辛”等。本文旨在

总结苦味药性理论在临证配伍中治疗疾病的应用。=
QKN= = 消化系统疾病中苦味药的应用=

“苦辛通降”和“苦降辛开”法是治疗消化系统

疾病的常用方法，将辛温（热）药与苦寒药配伍应

用，达到清阳能升、浊阴得降、逐寒凝之邪、开通

腑气、痞满呕逆自除、阴阳并调之目的，其中“苦

降辛开”法是治疗脾胃病之大法。脾胃病多为寒热

错杂证，即其病机不同于单纯的寒证或热证，不能

简单运用治则“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而应该寒热

并治、虚实并调、平衡阴阳。此两法代表方剂已广

泛应用于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如大承气汤中

大黄、芒硝、枳实、厚朴 Q 药合用，泻下行气并用，

共达峻下热结之功，共成“苦降辛开”之剂，在治

疗胃动力不足、肠梗阻、急性胰腺炎等xQNz具有明确

的疗效；大黄附子汤在治疗口疮、胃炎、急性阑尾

炎、肠梗阻、溃疡性结肠炎、胆囊炎、便秘等xQOz等

均有临床效果，方中大黄、附子、细辛 P 药寒热合

用，有温阳散寒、泻下冷积的功效；左金丸组方黄

连、吴茱萸，一苦一辛、一寒一热，构成“苦降辛

开”之剂，使肝火得清、胃火得降，则诸症自愈，

此方在治疗胃炎、食道炎、胃溃疡等见有肝火犯胃

之症有广阔的应用前景xQPz。=
QKO= = 糖尿病中苦味药的应用=

自古就有“苦能制甜”之说，即有关于应用苦

味药物治疗糖尿病的记载，在古代此病属于中医“消

渴”范畴，大致分为阴虚燥热型、气阴两虚型及阴

阳两虚型，苦味药主要适用于阴虚燥热型糖尿病的

治疗xQQz，而现代医学认为，脾胃功能失调是导致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属虚实寒热错杂

症。如前所述，对于虚实寒热错杂症可应用“苦降

辛开”法。再根据临床已有应用总结出：“苦降辛开”

“苦辛通降”“酸苦涌泄”“苦酸泄热”Q 法为治疗此

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常用方法，如运用连朴

饮加减治疗 O 型糖尿病xQRz，大黄附子汤治疗糖尿病

肾病xQSz，瓜蒌散加减治疗糖尿病xQTz，黄连阿胶汤中

黄连等苦寒药清热泻火，配伍知母等酸甘药滋阴养

血，则热清而津液自生，生津而消渴自止，此方对

于糖尿病合并失眠及 O 型糖尿病的治疗xQUz临床上均

有明显的降糖及缓解并发症的作用。=

各物质群=

电子舌仿生技术=

苦味物质基础构成=

系统化学分离技术=emiCJjp、kjo=

苦味物质群= 非苦味物质群=

药效评价= 药效评价=

性味、药效组分= 药效组分=

中= = = 药=

苦味中药=

化学分离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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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P= = 精神类疾病中苦味药的应用=
“酸苦涌泄”和“苦酸泄热”法是治疗精神类疾

病的临床常用方法，瓜蒌散是“酸苦涌泄”法的代

表方，瓜蒌苦寒与味酸的赤小豆配伍后具酸苦涌泄、

廓清之性，用于治疗癫狂症时，同时给予健脾和胃

之品，以免伤正，有一定临床效果xQVz；黄连阿胶汤

为“苦酸泄热”法的代表方，在精神类疾病的治疗

上临床效果显著，如用于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绝

经期综合征、焦虑症、抑郁症、神经衰弱、脑卒中

后焦虑症xRMz等均有显著疗效。=
QKQ= = 肝胆疾病中苦味药的应用=

以《黄帝内经》：“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

辛补之，酸泻之”的苦欲补泻理论及已有临床应用

为依据，总结苦味药对于肝胆病的治疗，其基本理

论包括“酸苦涌泄”及“苦降辛开”。苦寒之瓜蒌与

酸平的赤小豆等配伍而成的瓜蒌散，充分体现了“酸

苦涌泄”法，因其涌吐痰涎宿食、祛湿解毒、利胆

退黄，已广泛运用于临床，如用于治疗黄疸型传染

性肝炎、重症肝炎、黄疸、肝硬化、急性黄疸型肝

炎、高胆红素血症xRNz等肝胆病均有显著疗效。小承

气汤组方中大黄、枳实苦寒清热解毒、通便退黄，

使邪热从下而解，佐以辛散之厚朴，使气机得畅、

里邪得散、苦降辛开，在里之郁热邪毒得以排除，

可用于治疗多种肝炎、慢性胆囊炎、胆结石胆囊术

后综合征及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xROz。=
QKR= = 肾脏疾病中苦味药的应用=

根据《金匮要略》中“胁下偏痛发热，其脉弦

紧，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也”及《黄

帝内经》中“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

酸泻之”的理论，对于肾脏疾病的治疗，苦寒的大

黄与辛热之附子、细辛等组成的大黄附子汤已广泛

应用于临床，如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急

性肾功能衰竭、糖尿病肾病及慢性肾衰竭等xQOz均有

确切疗效，“苦辛通降”法的配伍理论充分体现肾病

的治疗方针，即“清热解毒、温脾补肾、活血化疲、

通腑泄浊”。=
QKS= = 其他应用=

苦味药性理论在临证配伍中治疗疾病的应用，

对于妇科疾病、风湿类疾病、腹型肥胖伴高脂血症、

肿瘤、妊娠呕吐、心脑血管疾病、小儿咳嗽、痛证、

中毒、脐湿、酒精依赖症、慢性鼻炎、中枢性呃逆、

高热、肠道清洗剂、失眠及五官类等病症也有一定

疗效。=

R= = 结语及展望=
“苦”为中药五味之一，具有能泄、能燥、能坚

等功效。本文主要总结归纳了《中国药典》OMNM 年

版中苦味药的基原，与四气、归经、升降浮沉、毒

性、化学成分的关系；论述苦味相关受体、味觉表

达及苦味物质基础研究，最后概括了苦味药性理论

在临证配伍中的运用。近年来，虽然对于中药药性

的研究思路及技术方法方面均有较多创新，却依然

存在各自的不足，且现阶段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多

局限于五味物质基础研究。学者可参照“药物J五味J=
物质J效应J功用”五要素新型研究模式，扩大研究

五味与四气、归经、升降浮沉及功效的表达规律，

同时应用网络药理学现代研究模式从性味J药效角

度研究配伍理论，并着眼于临床应用，为中药大品

种二次开发提供思路。=

参考文献=
xNz 孙玉平I= 张铁军I= 曹= = 煌I= 等K= 中药辛味药性表达及

在临证配伍中的应用 = xgzK= 中草药 I= OMNRI= QSESFW=
TURJTVMK=

xOz 曹= = 煌I= 张静雅I= 龚苏晓I= 等K= 中药酸味的药性表达及

在临证配伍中的应用 = xgzK= 中草药 I= OMNRI= QSEOQFW=
PSNTJPSOOK=

xPz 刘昌孝I= 张铁军I= 何= = 新I= 等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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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gzK= 中草药 I=
OMNRI=QSERFW=SNRJSOQK=

xQz 张铁军I= 刘昌孝K= 中药五味药性理论辨识及其化学生

物学实质表征路径= xgzK= 中草药I=OMNRI=QSENFW=NJSK=
xRz 张= = 卫K= “五味”理论溯源及明以前中药= “五味”理

论系统之研究= xazK= 北京W= 中国中医科学院I=OMNOK=
xSz 张= = 卫I= 张瑞贤K= 中药“五味”理论溯源——味的起源=

xgzK=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I=OMNOI=PQENFW=SMJSOK=
xTz 高学敏K= 中药学= xjzK= 北京W=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I=OMMOK=
xUz 邓维钧K= 浅谈苦味药的功效和临床应用= xgzK= 浙江中医

学院学报I=NVUPEQFWOPJOQK=
xVz 孔祥英I= 李玉忠K= 论苦之“坚阴”作用= xgzK= 中国中医基

础医学杂志I=OMNQI=OMEVFW=NOMNJNOMOK=
xNMz 中国药典= xpzK= 一部K=OMNMK=
xNNz 李盛青I= 黄兆胜K= 五味与五脏归经关系探讨= xgzK= 中医

研究I=OMMMI=NPERFW=RJTK=
xNOz 赖昌生I= 张蕙缨K= 苦味中药性能及功效特点分析= xgzK=

河南中医I=OMNRI=PRENFW=NSSJNTMK=
xNPz 苏薇薇I= 吴= = 忠I= 梁= = 仁K= 计算机模式分类技术——中

药质量与中药组方研究的新方法= xgzK= 世界科学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I=NVVVI=NEPFW=PPJPTK=
xNQz 林小琪I= 靳洪涛K= 肝毒性中药与中药药性的关系= xgzK=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I=OMMVINNENFW=RTJRUK=
xNRz 禄保平I= 贾= = 睿K= 中药肝毒性与四气、五味及归经的相

关性= xgzK=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I=OMNOI=NUEQFW=OSUJOTNK=



中草药= = Chinese=qraditional=and=eerbal=arugs= = 第 QT 卷= 第 O 期= OMNS 年 N 月=

= = =

·NVP·

xNSz 宋秉智I= 高耀宗K= 神经系统毒性中药及其与药性和有

效成分的关系——对 NMO 种中药神经系统毒性文献资料

的分析总结= xgzK= 中医药研究I=OMMNI=NTEQF=WROJRPK=
xNTz 骆和生I= 魏炜佳K= 五味与四气、归经、毒性关系再探讨=

xgzK= 中国医药学报I=NVVMI=REQFW=PMJPOK=
xNUz 秦俊法K= 中国的中药微量元素研究= xgzK= 广东微量元素

科学I=OMNNI=NUENFWNJNMK=
xNVz 陈和利I= 刘晓瑜K= 中药功效与四种微量元素关系的探

讨= xgzK= 中国中药杂志I=NVUVI=NQEPFW=PSJPVK=
xOMz 吴安芝I= 张引拖K= 论述苦味药的药性特征及其配伍作

用= xgzK= 内蒙古中医药I=OMNNI=PMETFW=URJUSK=
xONz 李= = 燕I= 刘清君I= 徐= = 莹I= 等K= 味觉传导机理及味觉芯

片技术研究进展 = xgzK= 科学通报 I= OMMRI= RMENQFW=
NQORJNQPPK=

xOOz jatsunami= eI= jontmayeur= g= mI= _uck= i= _K= A= family= of=
candidate=taste=receptors=in=human=and=mouse=xgzK=katureI=
OMMMI=QMQESTTUFW=SMNJSMQK=

xOPz Adler=bI=eoon=j=AI=jueller=h=iI=et alK=A=novel=family=of=
mammalian= taste= receptors= xgzK CellI= OMMMI= NMMESFW=
SVPJTMOK=

xOQz ievit=AI=kowak=pI=meters=jI=et alK=qhe=bitter=pillW=clinical=
drugs= that= activate= the= human= bitter= taste= receptor=
qApOoNQ=xgzK=cApbB gI=OMNQI=OUEPFW=NNUNJNNVTK=

xORz 胡玲玲I= 施= = 鹏K= 苦味受体基因家族功能和演化研究

的最新进展= xgzK= 科学通报I=OMMVI=RQENTFW=OQTOJOQUOK=
xOSz _ehrens=jI=_rockhoff=AI=huhn=CI=et alK=qhe=human=taste=

receptor= hqApOoNQ= responds= to= a= variety= of= different=
bitter= compounds= xgzK= Biochem Biophysic oes CommI=
OMMQI=PNVEOFW=QTVJQURK=

xOTz mronin= A= kI= qang= eI= Connor= gI et al.= fdentification= of=
ligands= for= two= human= bitter= qOo= receptors= xgzK= Chem 

pensI=OMMQI=OVETFW=RUPJRVPK=
xOUz mronin=A=kI=uu=eI=qang=eI=et al.=ppecific=alleles=of=bitter=

receptor= genes= influence= human= sensitivity= to= the=
bitterness= of= aloin= and= saccharin= xgzK= Curr BiolI OMMTI=
NTENSFW=NQMPJNQMUK=

xOVz 杜瑞超I= 王优杰I= 吴= = 飞I= 等K= 电子舌对中药滋味的区

分辨识= xgzK= 中国中药杂志I=OMNPI=PUEOFW=NRQJNRVK=
xPMz dupta=eI=pharma=AI=humar=pI=et alK=bJtongueW=a=tool=for=

taste=evaluation=xgzK=oecent mat arug aeliv cormulI=OMNMI=
QENFW=UOJUVK=

xPNz 刘瑞新I= 李慧玲I= 李学林I= 等K= 基于电子舌的穿心莲水

煎液的掩味效果评价研究= xgzK= 中草药I= OMNPI= QQENSFW=
OOQMJOOQRK=

xPOz hataoka= jI= qokuyama= bI= jiyanaga= vI= et al.= qhe= taste=
sensory= evaluation= of= medicinal= plants= and= Chinese=
medicines=xgzK fnt g mharmI=OMMUI=PRNENFW=PSJQQK=

xPPz 吴= = 飞I= 杜瑞超I= 洪燕龙I= 等K= 电子舌在鉴别中药枳实

药材产地来源中的应用 = xgzK= 中国药学杂志 I= OMNOI=
QTENMFW=UMUJUNOK=

xPQz 熊萧萧I= 王鲁峰I= 徐晓云I= 等K= 基于电子舌技术对不同

年份的化橘红的识别 = xgzK= 宁波大学学报 W= 理工版 I=
OMNOI=OREPFW=ONJOQK=

xPRz 李文敏I= 吴纯洁I= 黄学思I= 等K= 电子鼻和电子舌技术及

其在中药加工炮制中的应用展望= xAz= LL= 中华中医药学

会四大怀药与地道药材研究论坛暨中药炮制分会第二

届第五次学术会与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 xCzK=
北京W= 中华中医药学会I=OMMTK=

xPSz 王艳宏I= 王秋红I= 夏永刚I= 等K= 麻黄化学拆分组分的性

味药理学评价——化学拆分组分的制备及其解热作用

的研究= xgzK= 中医药信息I=OMNNI=OUERFW=TJNMK=
xPTz 杨志欣I= 孟永海I= 王秋红I= 等K= 吴茱萸苦味拆分组分物

质基础研究= xgzK=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I= OMNNI= NTEONFW=
TQJTTK=

xPUz 李= = 丽I= 肖永庆I= 刘= = 颖I= 等K= 五味子苦味物质组成及

其生物活性研究 = xgzK=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I= OMNQI=
OMERFW=NNMJNNPK=

xPVz 张维玲I= 王会秋K= 浅议中药五味J化学成分J药物功能三

者之间的联系= xgzK= 河北医学I=NVVUI=QENNFW=VNK=
xQMz 匡海学I= 王艳宏I= 王秋红I= 等K= 基于中药性味可拆分性

和可组合性的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 xgzK= 世界科学

技术—中医药现代化I=OMNNI=NPENFW=ORJOVK=
xQNz 朱丽娜I= 朱京慈K= 大承气汤防治胃肠动力不足作用机

制的研究进展= xgzK= 中成药I=OMNQI=PSENOFW=ORVNJORVQK=
xQOz 刘桂芳I= 周= = 强I= 仝小林K= 大黄附子汤的临床应用和药

理研究进展 = xgzK= 中华中医药学刊 I= OMNMI= OUEVFW=
NUQUJNURNK=

xQPz 杜冬生I= 杨士友K= 左金丸及其组分黄连和吴茱萸治疗

胃肠道疾病研究进展 = xgzK= 安徽医药 I= OMMTI= NNEUFW=
STPJSTRK=

xQQz 陈= = 丽I= 林卫泽K= 治疗糖尿病中药及其活性成分研究=
xgzK= 现代医药卫生I=OMNRI=PNESFW=URVJUSOK=

xQRz 刘洪流K= 连朴饮加减治疗= O= 型糖尿病例析= xgzK= 实用

中医内科杂志I=OMMOINSEPFW=NQRJNQSK=
xQSz 张= = 立K= 加味黄连阿胶汤治疗 O 型糖尿病 QR 例= xgzK= 湖

南中医药导报I=OMMMI=SESFW=NRK=
xQTz 刘铜山K= 瓜蒂液治疗糖尿病 OR 例= xgzK= 临床荟萃I=NVVOI=

TEQFW=NUPJNUQK=
xQUz 李建丰K= 加味大黄附子汤治疗糖尿病肾病 PM 例临床报

道= xgzK= 中国医药导报I=OMMSI=PENUFW=NMVK=
xQVz 刘= = 钊K= 瓜蒂散在精神病中之应用= xAz= LL= 全国张仲景

学术思想及医方应用研讨会论文集= xCzK= 北京W= 中华

中医药学会I=OMMNK=
xRMz 管仕伟K= 黄连阿胶汤现代研究进展= xgzK= 辽宁中医药大

学学报I=OMNPI=NRENNFW=NORJNOTK=
xRNz 卢佼佼K= 瓜蒂散的临床应用与实验研究= xgzK= 浙江中西

医结合杂志I=OMMVI=NVETFW=QPVJQQMK=
xROz 高风琴I= 路= = 波I= 何瑾瑜I= 等K= 成冬生运用辛开苦降法

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经验= xgzK=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

志I=OMNOI=OOEQFW=OPSJOPT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