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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中药复方的现代研究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及不能回归到临床，指导中医师遣方用药进行思考，通过深

入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方式及特点，认为合理的复方评价体系还未真正建立，是制约中药复方研究的瓶颈，有必要密切联系

生命学科的发展另辟蹊径，创新中药复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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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和“十一五”等招标指南中提出以经典

方剂为研究对象，构建适合复方中药作用特点的、

科学客观的有效性评价方法与标准体系，通过对中

药复方有效成分群的辨识，开展效应与物质成分

群、方剂量效关系的研究，并开展中药复方体内

过程的系统分析和研究，从多层次、多角度系统揭

示复方疗效的客观性，同时，以药性理论与配伍理

论阐释中药疗效的合理性，为指导中药复方研发提

供科学依据。 
而中药复方研究至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还不能回归到临床，指导临床中医师谴方用药。

其 重要的原因在于合理的复方研究评价体系还

未真正建立。如中药研究仅仅以模拟现代医学发病

原理进行复制的动物模型为核心的实验体系或西

医临床的诊疗手段还无法准确评价中药复方的科

学内涵[1]。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中医药研究的方

法，动物实验结果也就不能真正代表中医几千年来

临床实践的结果。因而国内许多著名的老中医认为

现代中医的研究实际上是将中医学翻译成西医学。

因此，有必要对中药方剂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思考，

以促进中药的现代化研究。 
1  现有的病证结合模型不能反映方剂的方证对应

关系 
在《中医沉思录》一书中对以往证的动物模型

的制备及思路提出了很多问题，认为模型在名义上

与中医相联系，实际上难以做到。通过查阅近年来

有关病证结合的文献资料[2-3]发现：建立病证结合动

物模型多是根据西医理论塑造疾病模型，根据中医

理论塑造证候模型，再把二者结合起来。 
根据现有报道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文献的分析，现

有病证结合模型距离阐明证的本质仍有较大差距

的原因：一是缺乏动态的、连续的和演化性的观

察；二是缺乏证型之间严格的相互比对；三是现

有的研究“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多是在西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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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疾病模型的基础上，加以中医理论塑造证候

模型，再把二者结合起来。如用糖皮质激素制备

“阳虚”动物模型、口服大黄苦寒泻下制备“脾虚”

模型等，或采用物理、化学和机械性刺激方法使

动物生活环境、条件改变造成同时兼有证的模型。

但这类病证结合模型人为施加因素较多，影响动

物模型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很难达到病与证都符

合动物模型的要求。 
如何将中医证候与疾病模型关联起来，从而建

立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一直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过

程中的关键问题。在长期开展人类疾病模型的表型

分析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不同疾病的动物模型

外在生物学的行为、生化、生理过程的表征不同，

如 db/db 糖尿病小鼠在发病的不同阶段，其动物的

表型不同。动物表型是指生物体应对各种遗传和环

境变化的反应，是生物体基因功能、发育以及生化

生理过程的表征。通过表型分析，可以确定动物模

型的组织器官形态和功能的变化特征，从而理解疾

病各种失调的分子机制，与临床中医对于证的认识

有共同之处。证候是中医的专用术语，是通过望、

闻、问、切四诊所获得的疾病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

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它是病机的

外部表现。 
因此，本课题组提出是否能够通过不同类型动

物模型的表型分析研究，通过辩证，从中发现反映

证候特征的动物表征，并根据动物表现的证候特征，

选方探证，从而建立病证结合模型。国际上已经建

立 4 种不同类型约 20 多种糖尿病疾病动物模型（如

诱发性糖尿病模型、自发性糖尿病模型、转基因糖

尿病模型、基因敲除糖尿病模型等）[4]，通过对模

型动物在糖尿病发病的不同阶段进行形态、行为、

生理、细胞及分子等各个层次的标准化、系统性的

表型分析，开展与中医证候关联的研究，同时，形

成与国际基准对接的疾病模型的表型分析与中医证

候关联技术体系或相关技术标准，开展糖尿病病证

结合模型的应用示范研究，推动形成动物疾病模型

与中医证候关联研究的共享技术网络，为中药药理

学及中药复方药效的评价与应用提供技术服务。 
2  中药复方的作用方式有别于单一化合物的作用，

具有系统性、复杂性 
方剂作用的特点：“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

之妙用”。以配伍为特色的中药复方具有数千年的经

验积累，合理配伍可增效减毒[5]。以四物汤为例，

综合分析近几年来四物汤的研究[6-9]，发现四物汤中

的各味中药所含成分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药

效物质基础可以包括小分子化合物（包括挥发油、

生物碱、黄酮类、皂苷类）及生物大分子（肽、蛋

白、糖肽及多糖等）。四物汤的活血、补血、调经作

用是四物汤的 终效应，其内在机制应该是方中的

活性物质群通过多靶点、多途径、多因微效经整合

发挥作用的结果（图 1）。但关于中药及方药如何通

过多靶点、多途径发挥中药的整合作用，多数研究

还停留在概念上或多个生物活性指标的评价上，没

有真正地能够阐明中药复方多靶点的作用具体作用

在何靶，几个靶，靶与靶之间的关联，与终末效应

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 

 

图 1  四物汤有效成分群与功效关联研究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effective components group and efficacy of Siwu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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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伴随着生命学科的蓬勃发展，中药复方的现代研

究必须与时俱进 
“中医学理论浸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色彩，

必然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有隔阂”。而现今，随

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中国中医也因为从现代医学

的角度无法印证或者目前还无法用现代科学的语言

诠释清楚而地位不断下降[10]。 
陈竺院士用现代生物学技术阐明了复方是如何

在分子水平上体现“君、臣、佐、使”的，这一研

究受到了国际主流科学界的积极评价[11]。陈竺院士

课题组采用主要有效成分四硫化四砷、靛玉红、丹

参酮 IIA 代替传统的雄黄、青黛和丹参配伍，从分

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角度，详尽阐明了复方黄黛片

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机制和配伍关

系；用生物化学方法，在分子水平阐明中药复方多

成分、多靶点的作用机制，说明中药复方配伍原则

的合理性，在分子水平阐明中药复方作用机制是完

全有可能的。 
姜廷良等[12]通过桂枝汤功效的实验研究发现

桂枝汤中的有效成分可分别对细胞调节网络中的神

经递质、神经肽、前列腺素合成代谢系统以及胞内

信号转导通路的多个因子、多种环节起作用。 
基于生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体系[13]，疾病是

由多个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动态变化的分子

引起的一些基本生理和病理现象，药物需要作用一

系列疾病相关的靶分子组合（组合药靶），或许方剂

作用的优势就在于此。因此寻求现代医学病症和中

医辩证分型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建立中医证候的

客观综合指标体系，进而复制出符合该指标体系的

中医证候动物模型。以此为基础，选择对证治疗药

物，从方证对应的角度着手用药，可以深入系统地

阐明中药复方的体内作用机制，从而揭示中医药的

科学内涵。这也是解决中医药现代化，找到中医药

与现代医学共同语言的关键所在。 
4  结语 

中药复方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化

学、生物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信息科

学、医学生物工程等多学科的交叉渗透进行研究。

近年来，从系统观、信息结构、复杂性的角度，探

索生命现象与疾病本质已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

前沿和热点。人体系统生物医学以及复杂性科学的

蓬勃发展，为方剂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新思路和新方

法。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思路与中医整体观相一致，

为方剂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方法。从整体论出

发，以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等为手段，探索解决中

医药学发展中的复杂问题；同时从方剂研究的实践

以及疾病的复杂现象和复杂性特点出发，提出复杂

系统研究的创新思维和研究方法，这对于推进方剂

理论研究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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