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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编 码是现代信息技 术在传统 中药领域应 用的一项尝试
。

本文评述 中药编 码规则
,

介

绍 了编码方 法
、

收编 范围
、

人编 原则
,

以 及编码 的修订
、

发 布等 内容
,

并就编码 的意 义和运用作 了阐

述
。

关键词 中药 编码 规则

我国中药品种繁多
,

来源复杂
,

原有各学

科
、

各行业的分类方法相互间缺乏联系
,

使得

教学
、

科研
、

临床之 间难 以融合 和渗透
,

也使

得中药的生 产
、

加工
、

仓贮
、

流通
、

使用等各个

环节的管理无法有序 的衔接
,

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着中药事业的发展
。

它表明
,

具有悠

久历史 的中药
,

其传统管理手段巫 需进行改

革
,

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尤其是信息

网络的应用
,

使得实现中药管理的规范化
、

现

代化成为 可能
。

笔者在设计建立
“

中药真伪 鉴别信息 网

站
”
的过程中

,

发现 目前缺少一套能涵盖和贯

通 中药诸方面的
、

标准化的检索
、

查询工具
,

很难开展工作
。

因此尝试编写 了一套 中药编

码
,

应用于该信息网站的建立工作中
,

确实解

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

结合多年来的工作实践
,

通过与其它学科
、

领域 的交流学 习
,

笔者认

为
:

运用数字技术
,

依 托信息 网络
,

把 品种繁

多
、

名称有异的上千种中药加以编码
,

可 以达

到统一
、

准确
、

方便
、

快捷的要求
,

将有利于实

现中药管理的规范化
、

信息化和网络化
,

这是

实现中药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为此
,

笔者

对该编码进行了完善
,

加强了可 操作性
,

考虑

到可持续发展
,

使之能在相关领域推广应用
。

例如
:

将中药编码用于 中药传统资料的收集

整理
、

研究
,

科研资料的积累总结
,

疑难问题

的查询
,

科研课题的筛选等
,

可使工作化繁为

简
,

变得方 便快捷 ; 将 中药编码用 于 中药生

产
、

运输
、

贮藏等领域
,

则随着信息网络的介

入
,

将大大加速管理现代化的进程
; 将中药编

码用于 中药的科研
、

教学
、

临床等方 面
,

将促

使科研 与教学
、

科研 与临床
、

科研与生产
、

生

产与临床之间密切联系
,

相互渗透
,

使这方面

的工作更加及时
、

准确
、

有效
。

此外中药编码

在商业贸易
、

质量监督
、

行政执法
、

法律诉讼

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也有着广泛用途
。

总之
,

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
,

中药编

码将适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中药信息交换

和处理
。

1 中药编码收编范围

A )(( 中华 人民共和 国药典 》中收载的中

药 ; B ) 国家卫生部颁发的药品标准 中收载的

中药 ; C ) 各省市 自治区卫生部门颁布的药品

标准中收载的中药 ; D )未在上述三级标准中

收载
,

但在传统文献资料中有明确记载
,

并在

目前市场上流通和临床应用的部分中药材
。

2 入编原则

2
.

1 上述 A
,

B
,

C 三类范围中所包含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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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 以来
,

一直从 事中药检 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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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发表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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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思路有
所拓宽

。 “
关于建立中药真伪鉴别网站的思考

”
一文在

“
99 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

”
上 交流

,

主持建 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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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

按编码规则直接予以编码
。

2
.

2 上述 D 类范围 中所含的 中药
,

来 源清

楚
、

疗效 明确的
,

经专家审定后公布
,

如 6 个

月 内无疑义
,

则按编码规则予以编码
。

2
.

3 多来源中药分裂成为两种或多种中药

品种时
,

新分出的中药品种
,

按编码规则给予

新的编码
。

3 编码规则

本编码严格遵循中医 中药基础理论
,

突

出中药的本质属性和特征
,

以药物功效为主

要依据
,

在区分植物
、

动物
、

矿物三大类的基

础上
,

按照药用部位的异 同
、

顺序排列
,

将其

中因药用部位不 同而功效不 同者
,

或者同一

药用部位因加工炮制方法不同而功效不同并

在药 品标准 中分别收载者均单独编码
,

将多

来源的某种中药按不同来源通过子码加以细

分
,

力求准确
、

简洁
、

明了和实用
。

3
.

1 编码方法
:

采用层次编码方法
,

每一个

完整的代码都 由阿拉伯数字组成
,

共分 4 层
,

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

只 X X 又 又 只 义

1 2 3 4

l
一

物类 码 2一形类码 3
一

顺序码 4一子码

图 l 层次编码 图解

.3 .1 1 物类码
:

第一层为物类码
,

它 由一位

数组成
,

类别分配如下
:

0
.

植物 1
.

动物 2
.

矿物

3
.

1
.

2 形类码
:

第二层为形类码
,

它 由两位

数字组成
,

类别分配如下
:

a
.

对于植物 (两位数字 )
:

0 0 根及根茎 05 果实种子

0 1 茎藤 (木 ) 0 6 全草

0 2 皮 0 7 藻菌地衣

0 3 叶 0 8 树脂或提取物

0 4 花 0 9 其它

b
.

对于动物
、

矿物
:

0 0 全部

3
.

1
.

3 顺 序码
:

第三层为顺 序码
,

它由 3 位

数字组成
,

按收录顺序编码
。

3
.

1
.

4 子码
:

第 四层为子码
,

它 由一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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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

某个 中药收载的第一个植物种定为 0 ;

某个 中药收载的第二个植物种定为 1 ; 某个

中药收载的第三个植物种定为 2 ; 其余类推
。

子码按标准收人顺序编码
。

无需进行种间区

分的子码可不用
,

仅使用前三层码
。

3
.

2 编码的修订和发布

3
.

2
.

1 对于 多来源中药分裂成为两种或多

种 中药品种
,

新分出的独立中药品种保留其

原编码
,

停止使用
,

并按编码规则给予新的编

码
。

3
.

2
.

2 对于两种中药品合并为一种的情况
,

保留被取消的中药品的编码
,

但停止使用
。

3
.

2
.

3 因为特殊原因
,

某种药品不再作为中

药使用
,

保留该中药编码
,

并停止使用
。

编码

的正常修订
、

发布
,

将根据 中药应用
、

研究发

展的实际情况
,

采用不定期方式进行
。

在特定

情况下
,

如
“

药典
” 、 “

部标
” 、 “

省标
”
进行修订

时
,

如有必要应即时进行相应的修订
、

发布
。

3
.

3 示例

3
.

3
.

1 因药用部位不同而功效不同者
,

分别

编码
,

如
“

合欢皮
”

编码为 0 0 2 0 0 7 0 ; “

合欢花
”

编码为 0 0 4 0 0 3 0
。

3
.

3
.

2 同一 中药
、

相同药用部位
,

因加工炮

制方法不 同
,

并在药品标准中分别收载的分

别编码
,

如
“

何首乌
”
编码 为 0 0 0 0 7 6 0 : “

制何

首乌
”
编码为 0 0 0 1 4 6 0

。

3
.

3
.

3 多来源的品种
,

按不 同来源
,

通过子

码加以细分 ; 无需进行种间区分时
,

子码可不

用
,

如
“

掌叶大黄
”
编码 为 0 0 0 0 0 8 0 ; “

唐古特

大 黄
”
编码 为 00 0 0 0 81 ; “

药 用大 黄
”
编 码为

0 0 0 0 0 8 2
。

无需进行种间区分时
,

中药
“
大黄

”

编码可为 0 0 0 0 0 8
。

3
.

4 中药编码发布及其分级

为了方便不同领域 的应用
,

适应不同层

次的需要
,

同时为了反应编码的权威程度
,

在

发布编 码时
,

把上述编码 收编 范围的 A
,

B
,

C
,

D 项划定为 A
,

B
,

C
,

D 四个等级范围
。

发

布每一 中药的编码时
,

应标有该 中药的中文

名
、

原植物 ( 动
、

矿物 )来源
、

拉丁名 (矿物类中

药为主要化学成分 )以 及级别等要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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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文摘
·

材 e z ze t t i a l印 t即
o d a中新的具有

细胞毒酞化鼠李糖昔

(陶宗元摘译 陈泽乃 校 )

〔 C
ui B a

o li an g
, e t a l

.

J N
a t P

r o d
,

1 9 9 8
,

6 1 : 1 5 3 5〕

材
己

zz et it a

eB cc 是 产于马来 西亚 和婆 罗洲岛上

的番荔枝科 ( A n
no

n a
ce ae )的一个小属

。

在寻找新 的

植 物抗 癌 药 过 程 中
,

发 现 M
.

leP
t oP

o d a
茎 中 的

C H C 13 提取物对 K B 细 胞株的细 胞毒作用 ( E D
s。 4

.

5

拌g /m L )
。

以前从该植物中曾得到 6 种高度酞化 的鼠李寡

搪昔 (m e z z e t t ia s i d e s ,

I 一 姐 )
,

但至 今 尚无这 些化

合物活性的报道
。

本文用人 类 口表皮样癌 ( K B )细胞

活性指导
.

从中分离 出 7 个 高度 酞化 的鼠李 寡糖昔
。

其中 4 种新的酞化 鼠李寡糖昔
,

经光谱鉴定
,

它们分

别为
:

正辛基
一
2
一

O
一

乙 酞 基
一 a 一 L

一

鼠李 毗喃 糖基
一

(l ~

3卜 2
,
4
一

二
一

O
一

己 酞基
一 a 一

L
一

鼠李 毗 喃糖 基
一

(1 ~ 3卜 4
-

O
一

己 酞 基
一 a 一 L

一

鼠 李 毗 喃 糖 昔 ( m e z z e t t ia s i d
e s s )

( I ) ;
正辛 基

一
2

,
3
一

二
一

O
一

乙 酞基
一 a 一 L

一

鼠李毗 喃糖基
-

( l ~ 3卜4
一

O
一

己酞 基
一 a 一

L
一

鼠李 毗喃昔 ( m e z z e t t ia s id
e s

9) ( I )
;
正辛 基

一
2

,
4
一

二
一

O
一

乙 酞 基
一 Q 一

L
一

鼠李毗 喃糖

基
一

( 1 ~ 3 卜 4
一

O
一

乙 酞 基
一 a 一 L

一

鼠 李 毗 喃 糖 昔

( m e z z e t t ia s i d
e s 1 0 ) ( 班 ) ;

正辛 基
一
2

,

3
,

4
一

三
一

。
一

乙 酞

基
一 a 一

L
一

鼠李 毗 喃 糖 基
一

(l ~ 3卜 4
一

O
一

己 酞 基
一 Q一 L

一

鼠

李毗喃搪昔 (m e z z e t t ia s i d
e s 1 1 ) ( VI )

。

另外 3 种 已 知

成分
:

m e z z e t t ia s id
e s Z ( V )

,
3 ( 班 )

,

4 ( 皿 )
。

文中对上

述 4 个新 化合物作 了光谱解 析
,

并归 属 了
’ H 和

’ 3 C

N M R 中所有的信号
。

药理实验显 示
:

新化 合物 . 只 对人类肺痛细胞

株具 有弱的细胞毒作 用 ( E D
S。 .6 1 拌g /m L )

,

而化 合

物 VI 则对人类 肺癌细胞株 ( E D S。 5
.

4 拌g / m L )和无 长

春新碱下的抗药 K B 细胞株 ( E D S。 5
.

6 拜 g / m L )均有

作用
。

化合物 I 和 V 一 呱 则对人类结 肠癌细胞株具

有最 强 活性 ( E D S。
分别 为 8

.

2
,

4
.

3
,

4
.

9 和 6
.

2 拼 g /

m L )
。

获术中的姜黄素类化合物的细胞毒性

及一些新的化合物

中国传统药物获术 C u cr “ m a
ez d oa ir a (姜科 )在

临床上被用于 治疗子宫颈痛
。

本 文 报 道获术的 乙醉提取物 显 示 抑制 O V
-

C A R
一
3 细胞 (一种人类 的卵巢癌细 胞株 ) 的活性

,

经

进一 步生物测 定跟踪分离
,

得到生物 活性化合物脱

甲氧基姜黄紊 ( d
e m e t h

o x y e u r e u m in
,

I )
,

并从 无生

物 活性部分分 得 3 个新化合 物
: 3

,

7
一

二 甲基
一
1

,

2
一

二

氢 化 布
一
5
一

竣 酸 ( 3
,

7
一

d im e t h y li n d a n 一
5
一 e a r

b
o x y l ie

a e id
,

VI )
, e u r e o l o n o

l ( V )和 愈创木二醇 ( g
u a i d i

o l
,

协 )
。

I 的结构经 与文 献报道 的
’ “ C N M R 谱数据对

照而 确定
。

为 了研究纯 品 I 及其衍生物 的活性
,

通

过 香草醛
、

4
一

经基 苯 甲醛 与乙 酞丙 酮 的反应制备出

化 合物 I ~ 互
,

然 后 测 定这 些 姜 黄 素类 化合物 抗

O V C A R
一
3 的细胞毒作用

,

化合物 I
,

I 和 一 的 C D s。

值分别为 4
.

4
,
3

.

8 和 3
.

1 拌g / m L
,

I 的活性最强
。

化合物 w
:

无色针晶 ( 己烷 )
,

m p 1 5 3 C ~ 1 5 5
一

C

(分解 )
,

[
a

]蓉+ 1 8
’

( e
,
l

·

0
,

苯 )
,

T L C R f o
·

6 7 ( 5 0 %

己烷
一

乙 酸 乙 醋 ) ; 化 合物 v :

无 色棱 晶 (丙 酮 )
,

m p 1 8 3 C ~ 1 8 4 ℃ (分解 )
,

[
a

〕竹 0
0

( e
,

2
·

0
,

E t 0 H )
,

T L C R f 0
.

3 5 ( 1 5% 丙酮 /C H
z
C 12 ) ;化合物 VI

:

无色梭

晶 (苯 /己烷 )
,

m p 1 3 4 C ~ 1 3 6 ℃ (分解 )
,

[
a

〕合+ 3 0
0

( e
,

1
.

0
,

E t O H )
,

T L C R f 0
.

2 6 ( 1 5写丙 酮 /C H z C 12 )
。

vI ~ 切 的结构及 有关 的立体化学 经光谱法和 X
一

射

线晶体分 析确定
。

(姜璧珍摘译 杨丽教校 )

〔S y u
W J

, e t a l
.

J N a t P r o
d

,

1 9 9 8
,

6 1
:

1 5 3 1〕

4 结束语

中药编码是学科之间
、

行业之间
、

学科与

行业以及传统医药与现代科技之 间相结合的

纽带
,

通过中药编码可获得统一
、

准确
、

方便
、

快捷的检索方法
。

中药编码是实现传统中药

信息化管理 的一项全新 的尝试
,

是一项基础

工作
。

只有通过全面的推广和使用
,

才能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

同时几中药编码需要在应用实

践中不断地完善提高
。

( 1 9 9 9一 0 7
一

0 6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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