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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化论坛· 

“指纹药动学”的构思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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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纹药物动力学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探索药物尤其是天然产物在体内的变化情况，并可与药物疗效建立联系。借助指

纹图谱技术进行药动学的研究，将更能真实地反映药物的整体性，发现药物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变化规律。采

用指纹图谱技术进行中药药动学的研究是中药现代化的关键技术之一，该方面的研究将推动中药给药机制的研究，推动中药

现代化的发展。为此，提出了构建“指纹药动学”的思路。对“指纹药动学”的形成、研究现状、应用分析、应用前景等进

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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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and research on “fingerprint pharmacokun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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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fingerprint pharmacokinetics will help entirely explore the internal diversity information of drugs especially 
natural products, and also can combine with the drug effect. Using fingerprint technology to study pharmacokinetics will more literally 
reflect the entirety of drugs and find the diversity regularity of the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metabolism, and egestion of drugs. Using 
fingerprint technology to study pharmacokinetic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is one of the critical technologies in 
modernization of CMM, and these researches will push the study on administ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of CMM. Therefore, 
we propose to construct the “fingerprint pharmacokinetics” in our research. This thesis fairly analyzses the formation, research 
situation, applic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fingerprint pharmaco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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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药动学即指纹药物动力学，是借助于动力

学原理和现代分析手段，通过定性、定量解析药物

指纹图谱，将可知化学成分的指纹和体内代谢过程

从数量上联系起来，研究药物活性成分、有效部位

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动态变化规律。

指纹药物动力学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探索药物尤其是

天然产物在体内的变化情况，并可与药物疗效建立

联系[1-2]。本文对指纹药动学的形成、研究、发展等

进行评析。 

1  指纹药动学的形成 
指纹药动学的提出源于中药质量控制体系的研

究和中药谱效学的研究，中药因其成分的复杂性，

造成体内过程研究的复杂性，杨义芳等[1]在考虑多

成分多靶点的中药药动/药效相关性研究中，考虑将

成分群指纹-药效指纹（特征效应峰指纹谱和量效指

纹谱）-药代指纹谱图中的多维特征信息整合、加工

与编辑，构建有效成分群的“活性整合指纹图谱”

的多维图像。罗国安等[3]和贺福元等[4]考虑引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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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指纹图谱研究中药的体内过程和谱效的相关性。

2008 年，孙国祥等[2]在总结中药指纹图谱学体系在

中药创制中的作用时明确提出了要进行中药指纹药

物动力学研究。结合本课题组前期对于指纹图谱和

药物动力学的研究[5-9]，提出了对于复杂组分（包括

中药、天然产物、复方药物）的药物动力学研究，

可以考虑借助指纹图谱的优势，进行指纹药物动力

学的研究，从而更清晰揭示药物在体内的变化过程

和变化规律。 
2  指纹药动学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单体成分的药动学研究已经较多，并

与药物的效应、生物利用度等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许

多相关研究。同样对于中药指纹图谱的研究也较多，

尤其是对方法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常用方法的深入

研究，一方面是随着现代分析手段的不断提高，有

许多新的方法应用到中药指纹图谱的构建中。近年

来又开展了指纹图谱信息与药效活性信息的相关性

研究。而对于药物指纹药物动力学研究较少，目前，

对于复方药物药动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复方药物指标

成分药动学的研究，如在有关脑血管药金森脑泰粉

针剂的研究中[10]，是以其指标成分葛根素和人参皂

苷 Rgl 来研究其药动学（pharmacokinetics，PK）过

程，同时观察与抗血小板聚集、抑制丙二醛（MDA）

生成等药理作用的相关性。胡杰利等[11]在研究痰热

清注射液在大鼠体内药动学特征时，以痰热清注射

液中的主要活性成分黄芩苷、熊去氧胆酸和鹅去氧

胆酸的血药浓度经时过程，表征痰热清注射液在大

鼠体内药动学特征。 
而药动学的指纹图谱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血液指纹谱的研究方面，付湘等[12]提出了血液指

纹图谱技术的来源与建立方法，并说明血液指纹图

谱技术在中药药动学研究中的应用，指出血液指纹

图谱技术在中药药动学研究领域将有广阔的应用

和发展前景。季旭明等[13]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制

定了大黄的指纹图谱及大鼠 ig 后血清指纹图谱。

王喜军等[14]利用 RP-HPLC 建立六味地黄丸及其类

方给药后的大鼠血清色谱指纹图，结果六味地黄丸

及类方出现了 14 个共有血中移行成分，另外，知

柏地黄丸产生了 5 个血中移行成分，桂附地黄丸产

生了 2 个特有血中移行成分。沈岚等[15]在建立芍

药甘草体内成分指纹图谱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

药动学方法，比较芍药甘草汤和芍药单煎液 ig 给

药后不同时间的大鼠血清中归属于芍药的各特征

化学成分量的变化。曾俊芬等[16]研究生化汤的药

动学及不同时间的血清指纹图谱，结果发现血清指

纹图谱监测到阿魏酸的量变化符合生化汤中阿魏

酸的药动学规律。 
3  指纹药物动力学应用分析 

很明显，指纹药物动力学有助于研究复杂药物

组分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规律和信息，

服用药物后通过对动物血液、器官、组织、排泄物

的药物指纹信息分析，从而获得药物在体内吸收、

分布、代谢、排泄的整体信息。借助现代的分析手

段尤其可以发现药物在体内的变化过程，可以应用

于天然产物，包括单味中药、复方中药、中药的有

效部位的药动学研究，尤其是中药的药动学研究，

目前中药药动学研究的瓶颈也需要引入新的方式方

法来进行研究。 
中药指纹药物动力学能够提供中药复杂组分在

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规律和信息，将为

中药在动物体内的过程提供大量的信息，从而揭示

中药的给药机制，或者为中药的给药机制研究提供

大量的信息。现以苦豆子结肠靶向制剂体内药动学

研究为例进行说明。 
苦豆子结肠靶向制剂是用于结肠炎的结肠靶向

制剂[17-18]，通过对苦豆子结肠靶向制剂中多成分指

纹药物动力学研究，揭示苦豆子结肠靶向给药吸收、

分布、代谢、排泄的规律。结合单成分药物动力学

研究和多成分指纹药物动力学，从而较全面揭示苦

豆子结肠靶向制剂给药机制，最终构建中药制剂单

成分和多成分指纹药物动力学的研究模式。首先进

行药物主要指标成分即单成分的药动学研究，然后

进行多成分指纹药物动力学研究，分别对结肠、血

液和尿液药物指纹动力学变化规律进行相关性研

究，分析不同组织、血液和尿液指纹药物动力学的

相关性和差异性。最后进行单成分药物动力学和多

成分指纹药物动力学相关性研究，分别对结肠、血

液、尿液中单成分药物动力学和药物指纹动力学进

行研究分析，分析其相关性；最终来阐明苦豆子结

肠靶向给药系统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

变化规律。 
4  中药指纹药物动力学发展分析 

对于药物指纹药物动力学研究，目前仅仅停留

在血液药物指纹药物动力学的试探性研究，仅仅试

图建立给药后血液的指纹图谱，因中药成分的复杂

性，因而导致研究中药指纹药物动力学具有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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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药指纹药物动力学主要局限在血清指纹谱

的试建也主要是基于这一原因，另外也是基于复杂

的中药成分进入体内后发生了一系列的生化反应，

因而导致中药指纹药物动力学没有进入深层次的研

究和发展。 
但随着现代分析手段和分析仪器的不断发展，

如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高效毛细管电泳色谱-
质谱联用仪的应用，为中药指纹药物动力学的发展

提供了基础。 
随着中药指纹图谱技术和药物动力学研究的深

入，将借助中药指纹图谱技术进行指纹药动学的研

究，更能真实地反映中药用药的整体性，发现中药

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变化规律。通过

药物指纹动力学的研究，可以为中药给药机制的研

究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很明显，中药指纹药动学

的研究能清晰地反映出中药制剂尤其是复方中药制

剂中大部分成分的信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

药制剂尤其是复方中药制剂的研究。同时，目前中

药药动学的研究基本上反映的都是单体化学成分信

息，而不是大部分化学成分信息，存在单个与整体

脱节的现象，也是目前中药研究最有争议的地方。

今后应加强指纹图谱与给药机制的相关性研究，以

期达到体现中药整体性的目的。 
建立中药指纹图谱技术和中药给药机制研究的

模式将促进中药研究与国际接轨，从而更直观地揭

示中药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规律。

采用中药指纹图谱技术进行中药给药机制研究是中

药现代化的关键技术之一。该方面的研究将推动中

药给药机制的研究，促进中药现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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