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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方成药到“分子中药学”和“组合中药学”

吴凤锷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对中药现代化的问题进行评述 ,从中药研究的现代基础理论到方法学所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的观点和方法

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主张从 3个方向对中药进行现代化研究 ,三方面同时进行 ,不要只顾一方面而忽视其他 ,不要

互相排斥 ,生药、单方颗粒和组合中药 3种产品同时进入市场。一方面直接使用生药 ,完全保留传统中药的处方、煎
药和服用的治疗方法 ,仅仅加强生药的质量研究和管理 ,定点栽培中药 ,制定中药饮片的质量标准 ;另一方面保留

中药的全成分 ,用现代制药技术将中药制备为单方颗粒 ,并以此进行复方的配制 ,做到质量可控 ,服用方便 ,以期最

大程度保留中药的传统 ,这类中药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及海外华人 ;第三方面 ,在“组合中药学”理论指导下 ,将极其

复杂的中药成分组成按化学结构和活性分解为若干群体 ,使问题简化 ,然后分别研究这些群体的化学组成和结构 ,

将这些群体分为单味中药的表征性成分和非表征性成分 ,使其系统化。在查明组合分子的组成和药效以后 ,以单味

中药的主要组合分子群组合成新型中药。该中药质量可控 ,疗效确切 ,符合国家关于一、二类新药的标准 ,接近现代

药物的要求 ,可以面向国内外的广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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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汉方》源于中国。近年来日本医药学家

用现代科技对“汉方”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表了一些

很有见解的研究报告 [1～ 3 ] ,对我国中药现代化的研

究很有启发。 国外大量关于天然药物成分和活性的

研究
[ 4 ]

,可以帮助我们从现代科技的观点来理解中

药。作者在从事中药现代化十多年的研究中 ,对国内

外大量关于天然药物和中药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 ,从保留传统中药的现代制药方

法到中药现代化基础理论的研究 ,提出了系统的新

理论和新方法。主张从 3个方向对中药进行现代化

研究 ,三方面同时进行 ,不要只顾一方面而忽视其

他 ,不要互相排斥 ,生药、单方颗粒和组合中药 3种

产品可以同时进入市场。

1　完全保留中药传统 ,加强生药的质量控制和管理

直接使用生药 ,完全保留传统中药的处方、煎制

和服用的治疗方法 ,有其重要的意义。中药现代化在

这方面不是无所作为。因为这一套煎制、服用中药的

方法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积累了大量资料 ,有许多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是无可替代的。每一味中

药的药性已经确认 ,可以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成功

地进行处方。事实上 ,可以在生药上做很多研究。例

如: 道地中药材品种的认定 ;定点栽培中药 ;制定中

药饮片的质量标准等。由于中药材的品种比较混乱 ,

药材质量参差不齐 ,对中药疗效的影响很严重。通过

对生药科学、系统的研究 ,可以稳定中药的疗效 ,发

挥传统中药的威力 ,这是中药现代化首先应该做的

很重要的工作。

2　用现代制药技术将中药制备为单方颗粒

早在 1989年 ,当时国家尚未提出中药现代化行

动纲领的时候 ,笔者已意识到了中药现代化势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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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提出了“中药生药系统加工为单方成药及其配方

的新设想” [ 5]。后又提出关于保留传统中药的现代制

药方法与理论分析 [5, 6 ] ,主张采用现代制药方法将生

药转变为全成分提取物 ,并做成现代剂型 ,以与生药

当量的新剂型进行处方。新型中药制剂质量可控 ,解

决了生药质量不可控以及服用不便等问题 ,并基本

保留了中药传统用药方法。 该方案的优点在于既保

留了传统的中药 ,又用现代的制药方法提升了中药

的质量 ,使中药逐渐向现代药物接近。后来又对该思

想进行了理论分析 ,阐明了其理论根据 [6 ]。近几年一

些制药公司已意识到研制单方成药的经济价值 ,纷

纷开展研究 ,如南方制药公司已推出三九颗粒剂。国

家已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定点进行单方成药的试

制 ,单方成药很快将在全国推广 ,预料将产生巨大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当然任何一项与传统相关的

方法与理论的重大改革 ,其新的方法和观点都不可

能普遍被接受 ,需要不断补充与完善 ,需要实践来证

明。尽管单方成药颗粒剂的制药方法还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 ,例如生药煎煮过程中成分可能发生变化 ,

由此而影响疗效。 但单方成药颗粒剂毕竟是一种可

行的方法 ,解决了传统中药质量不稳定和服用不方

便的问题。在未研究出更好的、能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的方法之前 ,用单方成药颗粒剂部分替代生药 ,并在

实践中加以检验 ,产生一种类似于传统中药 ,但又不

等同于传统中药的新型现代中药 ,可以称之为“仿中

药”。“仿中药”可能产生与传统中药相同或相似的疗

效 ,作为一种治疗剂 ,将是中药现代化的一种可取方

案。这类中药从传统中药脱胎而出 ,按传统的方剂进

行处方 ,其疗效与传统方剂相比可能有些改变 ,总结

这些改变 ,可以形成针对颗粒剂的新型方剂学。 “仿

中药”可以定位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新型中药。

3　组合中药

将生药转变为全成分提取物 ,并不等于不对生

药作更深入的疗效与化学成分相关性的研究。 中药

现代化 ,一方面在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药的时候 ,

应更多地保留传统 ,如单方成药 ;另一方面 ,需要根

据国内外医药市场的需求 ,研究疗效更好、质量更易

控制的一、二类新药。单方成药主要面向国内及国外

华人市场 ,一、二类新药可以面向国内外的广大市

场。要使国外 ,特别是西方接受中药 ,就必须在新的

理论指导之下研发中药。中药的成分必须明确 ,成分

与药效的相关性要有科学依据。 但中药成分极其复

杂 ,活性与非活性成分混合为一体。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 ,就必须将问题简化。首先必须在分子水平上来解

决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研究药用植物化学成分的积

累 ,并对大量研究结果的分析 ,笔者提出了“分子中

药学”的理论体系 [ 7]。“分子中药学”试图从分子的水

平上研究中药 ,指导现代中药的开发。中药是一个天

然的庞大分子库 ,“分子中药学”就是将这些天然的

分子按化学结构和活性分成若干群体 ,分别研究这

些群体的化学组成和结构 ,将这些群体分为单味中

药的表征性成分和非表征性成分。 表征性成分为与

疗效有关的成分 ,通常为生物碱、黄酮、萜类、皂苷等

小分子化合物。 每一味中药的特异药效主要与这些

分子群的组成和结构相关。非表征性成分的组成较

复杂 ,如多糖、蛋白质、鞣质等高分子化合物 ,这类成

分的组成和结构很复杂 ,很难查明。大部分中药都含

有这些物质 ,不能用其表征单味中药的治疗特性。为

了将问题简化 ,我们应该将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在

单味中药的表征性成分 ,着重研究其组成、结构和活

性之间的关系。 “分子中药学”就是要从分子水平上

研究中药疗效的物质基础 ,使传统中药从宏观认识

问题向现代科学的微观世界接近 ,拉近了中西药理

论和方法的距离 ,可以用一种新的思维来研究中药。

其与国外的“分子生药学”的理念很接近 ,只不过研

究对象是中药。中药属于天然药物的一部分。但“分

子中药学”与天然药物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不尽相同 ,

而与传统中药结合较为紧密。 虽然如此 ,“分子中药

学”却未反应出中药的本质。 后来经过深入研究 ,发

现中药不同与西药的本质就是多种化学成分的组

合。 于是提出“组合中药学”的新概念 [ 7～ 9]。

3. 1　“组合中药学”的含义:就是从组合分子水平上

研究中药及其药效的物质基础 ,阐明中药的功效活

性部位的相互作用与药效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

制。 “组合”有三层意思: 生药的组合、分子群的组合

与特定药效功能的组合。 要了解“组合中药学”就必

须了解 3个新概念: ①中药功效分子族:具有药效作

用的相同或相似分子骨架的一类分子的组合。②中

药表征性组合分子:单味中药药效的代表性功效分

子 ,即主要药效分子组合。 ③中药非表征性组合分

子:单味中药表征性分子以外的其他功效分子 ,即辅

助药效分子组合。

3. 2　“组合中药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 1)生药

的组合原理 (生药学 ,传统中医药理论 ) ; ( 2)中药功

效分子的组合分子学基础 (植物化学、药物化学、结

构化学 ) ; ( 3)中药功效分子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 (药

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

3. 3　“组合中药学”须解决几个关键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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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1　中药作用机制的组合分子学基础: ( 1)单味

中药药效表征性组合分子及其作用机制的组合分子

学基础研究 ; ( 2)单味中药具有药效的非表征性组合

分子及其作用机制的组合分子学基础研究 ; ( 3)单味

中药药性的化学本质及组合分子学基础的研究 ; ( 4)

表征性组合分子和非表征性组合分子多成分相互作

用的组合化学及组合分子学基础研究 ; ( 5)现代中药

新配方的定性定量组合模式和标准化研究 ; ( 6)对现

代中药按新系统进行分类。

3. 3. 2　“组合中药学”的理论框架及其关键科学问

题:中药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功效系统 ,又是一个庞大

的分子库系统 ,认识中药必须从本质和机制上具有

的共性和联系入手。首先是中药药效成分化学本质

的组合分子学基础:依据功效选择功效分子族 ,确定

其组成和结构 ,阐明中药单味药表征性组合分子的

化学本质、非表征性组合分子的化学本质以及表征

性组合分子与非表征性组合分子相互关系的化学本

质。其次是单味中药功效分子族作用机制的组合分

子学基础:通过现代药理模式 (包括机体水平、细胞

水平和分子水平 )对单味药的药效进行系统研究 ,阐

明中药单味药表征性组合分子药效作用机制、非表

征性组合分子药效作用机制以及表征性组合分子和

非表征性组合分子协同作用的机制。 再次是复方中

药功效分子相互作用的组合分子学基础: 通过现代

药理模型对中药表征性组合分子和非表征性组合分

子多成分 (配伍即君臣佐使 )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以

阐明其作用机制。

3. 4　现代中药新配方模式:图 1表明对不同中药中

“功效分子族”进行拆分 -组合的系统研究。

“组合中药学”的研究有 3个基本环节: 功效分

子族将由要实现的特定功效 (通过药理机制和药物

筛选受体 )来确定 ;根据已确定功效分子族的组合来

预测及确证新方剂的功效 ;依据已确证的功效分子

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联系方式、条件等

来组合新方剂 ,实现设计的预定功效 ,以实现表征性

组合分子和非表征性组合分子定性、定量新配方组

合模式——新型复方。

4　结语

中药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建立一套科学

的指导思想和可行的研究方法。生药、单方颗粒和组合

中药 3种产品同时进入市场是可行的。 3种产品各有

其特色和理论依据 ,各有其可行的研制方法和市场。

中药体系

↓

分子组合体系 (组合分子库 )

↙　　↘

表征性组合分子　　非表征性组合分子

↘　　↙

现代药理学研究

↓

功效分子或功效分子族

↓

功效分子和功效分子族的组合

↓

定性定量组装功效分子族

↓

实现预定的功效

图 1　“组合中药学”研究思路及方法模式图

组合中药学的理论框架已基本构成。该理论抓

住了中药现代化研究中中药的共性和联系 ,也就是

抓住了中药的本质。通过拆分 -组合的研究方法进行

研究 ,使复杂的中药成分和作用机制问题简化。着眼

点不再是中药的全部分子或单一分子 ,而是活性分

子组合 ,使中药学的研究内容清晰、充实、科学、合

理 ,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强 ,对新型复方中药的开发提

供了新的思路。 可以直接用来自单方的功效分子族

进行组合 ,使新型复方中药的疗效更高 ,质量完全可

控 ,促进中药研究的现代化。

经过近年来的研究 ,中药现代化的思路已越来

越明确。只要沿着上述 3条道路走下去 ,必定会创造

出新概念中药 ,使传统中药在全世界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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