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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药物化学在中药及其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中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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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是中药现代研究的关键问题，而血清药物化学为进一步阐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提供了方法支

持，已成为近年来研究中药及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发展迅速的方法之一。本文对血清药物化学的概念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回

顾，综述近年来其在单味中药及中药复方物质基础研究中的应用进展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血清药物化学应用于中药复

方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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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是阐明中药作用机制

的关键，是中药质量控制的基础，也为中药及中药

复方安全有效，质量稳定可控提供保障xNJOz。阐明中

药药效物质基础，找到适用于研究中药复杂体系的

方法，一直是中药及中药复方研究的难点和关键问

题。由于绝大多数药物只有通过血液循环才能发挥

作用，因此研究中药的血中移行成分及代谢产物就

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进一步阐明中药药效物质基

础，血清药物化学应运而生，其由日本学者田代真

一在 NVUV年首次提出xPJQz，近年来已广泛用于中药

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本文对血清药物化学的概念及

研究方法进行回顾，并综述近年来该其在中药及中

药复方中的研究进展，以期为阐明药物作用机制提

供理论依据。

N=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概念=
王喜军等xRz依据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念、中药多

成分间的协同作用以及药物与人体相互作用等学

术思想，开展了大量的中药及复方的血清药物化学

实验研究，并于 NVVT 年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并阐明

了“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概念及理论。中药血清

药物化学即在全面分析中药入血成分的基础上，通

过药效相关性实验确定真正的有效成分，并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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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体内动态、代谢及消长规律进行研究，从而

阐明整个复方的药动学特征xRz。=
目前，传统的口服给药是绝大多数中药及中药

复方制剂采用的给药方式，口服后血清中则含有药

物的真正有效成分，包括原型成分、代谢产物以及

机体产生的应激性成分。因此，中药及中药复方的

效物质基础可通过口服给药后血清中的化学成分

来进一步确定，这种方法与传统分析方法相比将更

加快速、准确xSz。=
O=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方法=

目前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思路是首先经

动物给药后制备含药血清，然后对血清进行前处

理，通过对药物提取液、空白血清、含药血清的特

征指纹图谱进行分析比较，来探究血中移行成分及

其来源。

OKN= =动物的选择=
实验动物的选取应结合具体的实验而定，不同

种属的动物，其血清的成分不同，一般考虑选取与

人类代谢行为相同或相似的物种，如大鼠、豚鼠、

家兔等动物。在实验中制备含药血清通常采用同组

数只成年大鼠的血清相混合，以此减少动物间的个

体差异xTz。=
OKO= =给药方案的确定=
OKOKN= =给药途径= =灌胃给药是中药血清药物化学

经典的给药途径，但随着中药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推

进，中药剂型越来越丰富，经皮给药、呼吸道、黏

膜等给药途径也逐渐成为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研究

的内容xUz。=
OKOKO= =给药剂量= =给药剂量的确定主要是通过选

取少量实验动物，经过预实验确定合适的给药剂

量，为了能够将血中移行成分全面检测出来，实验

中允许使用极限给药剂量。

OKOKP= =给药时间和给药次数= =目前较常用的给药

方案有xRz：（N）单次给药法，即以较高浓度的剂量

一次给药；（O）多次给药法，即短时间内（P～R=h）
多次给药，给药次数视实验动物的耐受量而定，一

般为 O～P次；（P）连续给药法，即每天给药 N～O
次，连续给药 T～NM= d。各种给药方式均是为了达

到药物稳态血药浓度，以便于全面研究药物的作用

机制。

OKP= =采血时间及采血方式的确定=
大鼠、小鼠等实验动物的采血时间一般在末次

给药后的 MKR～P= h，但中药成分复杂，各成分在体

内的代谢过程不完全一样，很难采用统一标准的采

血时间。采血时间过早，部分药物组分可能未被吸

收；时间过晚，部分药物组分可能在体内发生转化

或被排泄，造成遗漏。在实际操作中，大多采用多

时间点采血、多组动物采血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使

结果更为准确和全面。

目前，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研究的主要采血方式

为肝门静脉采血，这种方式下血中既含有原始的吸

收入血成分，也含有体循环血液中的成分（如代谢

产物等）。除此之外，还可采用其他静脉采血（如

尾静脉、腔静脉、眼眶后静脉丛）以及主动脉采血

和心脏采血。

OK4= =含药血清样品的前处理=
将待测成分从基质中有效的释放出来是含药

血清样品前处理的主要目的，前处理还可以除去基

质中杂质的干扰，纯化样品，改善分离效果，再对

样品进行富集、浓缩，以提高检测灵敏度。生物样

品的处理方法主要采用有沉淀蛋白法（有机溶剂、

有机酸、重金属盐等沉淀蛋白法）、机溶剂萃取法、

热水浴法、超滤法等= xVz。通过比较不同的处理方法，

最终选择最佳的血清处理方法。

OKR= =血清样品的分析=
血清样品中化学成分分析方法的选择主要受

血清中药物浓度的影响。由于样品量较少，即使通

过前处理方法进行富集浓缩，其所含待测成分的浓

度可能仍较低，而又不能通过无限次地取样提高方

法的灵敏度，因此选择合适的分析及检测方法显得

特别重要xUz。首先建立中药或中药复方的高效液相

（emi`）指纹图谱，然后在该色谱条件下，测定含

药血清、空白血清及对照品的指纹图谱，分析比较

各图谱，采用 emi`JaAaLjp、气J质联用（d`Jjp）
等分离能力较好、检测较为灵敏的分析方法对含药

血清中的移行成分进行指认与结构鉴定，以确定含

药血清中的原型成分及代谢产物，为进一步研究提

供依据。

P= =单味中药物质基础研究=
王喜军xNMJNNz对许多单味中药（如远志、茵陈蒿

等）的血清药物化学做了研究。远志口服给药后在

血清中分离获得了 PIQIRJtrámethóoxócán~mác= ~cád及
体 内 代 谢 产 物 methólJPIQIRJtrámethóloxócán~mác=
~cád，药效研究表明两种物质均有明显的镇静安神

作用，为远志的有效成分，而主要成分 tenìáfoláose
无镇静作用，是有效成分的前体药物；茵陈蒿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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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移行成分只检测到了 SITJdámethólescìletán，该

物质具有利胆、利尿、抗炎、调血脂等一系列茵陈

蒿具有的药效，因而推测该物质可能是茵陈蒿的药

效物质基础。

丁岗等xNOz首次对地黄进行了血清药物化学研

究，通过比较地黄醇溶性、脂溶性和水溶性 P种不

同部位提取物在大鼠血清中移行成分的差异，发现

水溶性部位是地黄的主要有效部位，该部位大鼠的

给药血清emi`指纹图谱与其他部位及空白对照的

图谱有明显不同；张雅阁等xNPz也进行了地黄的血清

药物化学研究，在给药的大鼠血清指纹图谱获得了

两个原型入血成分梓醇和地黄苷 a。=
雷志丹等xNQz进行了川芎的血清药物化学研究，

通过比较川芎提取液、灌胃后大鼠血清及空白血清

的 emi`指纹图谱，分析并鉴定了川芎入血的 T个
移行成分，其中包括主要成分川芎嗪和阿魏酸，该

血清药物化学研究为阐明川芎的药效物质基础及

药理作用奠定了基础。

陈平平等xNRz对黄芩水煎液口服给药后入血成

分进行研究，通过 emi`图谱分析，确定了血中有

NR个移行成分，其中 NO个成分与水煎液的 emi`图

在相同保留时间出峰，其他成分可能为代谢产物。

郝小燕等xNSz对虎杖入血成分进行了研究，通过

指纹图谱确定了虎杖入血成分的来源，通过对照品

指认确定了 P个原型成分，其他成分可能为其代谢

产物，这为明确虎杖的药效成分打下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对高良姜xNTz、茯苓xNUz、

雷公藤xNVz、黄芪xOMz、细毡毛忍冬xONz等药材进行了血

清药物化学研究，为深入研究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

阐明药物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

4= =中药复方物质基础研究=
郭辉等xOOz分析大黄附子汤的入血成分，建立了

大黄附子汤及给大鼠灌胃后血清 emi`指纹图谱，

通过比较含药血清及空白血清的指纹图谱，在血中

发现了 NU 个移行成分，与大黄附子汤指纹图谱比

较，确定其中 Q个为原型成分、NQ个为代谢产物，

与单味药材的血清样品比较，确定了大黄和附子是

大黄附子汤入血成分的主要来源，大黄附子汤血清

药物化学的表征可为阐明其药理作用提供依据。

雷志丹等xOPz对舒胸片进行了大鼠灌胃给药，测

定复方、各单味药材的大鼠血清 emi`色谱图，与

空白血清比较，从指纹图谱中可获得 NR 个成分。

其中三七、川芎、红花的主要成分三七皂苷 oN、川

芎嗪、阿魏酸、羟基红花黄花素 A、人参皂苷 ogN、
人参皂苷 obN均为入血成分，可从血清中通过对照

品检出，其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为阐明舒胸片的药

效物质基础奠定了基础。

邓翀等xOQz以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理论研究了三

黄泻心汤的血中移行成分，通过大鼠灌胃三黄泻心

汤后与空白血清血清指纹图谱比较，从血中发现了

OM个入血成分。对单味药材入血成分进行血清药物

化学研究，结果表明，配伍后复方与单味药材化学

成分差异较大，但入血的原型成分主要来自大黄和

黄芩，其血清药物化学的表征可为阐明三黄泻心汤

药理作用提供依据。

杨波等xORz通过rmi`JnJqlcLjp技术研究了酸

枣仁汤配伍对血中移行成分的影响，首先对全方进

行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分析并鉴定了灌胃给药后

大鼠血中 T个移行成分，并确定了各成分的生药来

源；通过比较酸枣仁汤经不同配伍后的血清样品，

鉴定大鼠血中的移行成分，与全方配伍的移行成分

相比，配伍后血中移行成分发生变化，有些移行成

分不能被吸收，此研究表明药物的不同配伍对药效

的影响，也为进一步阐明柴酸枣仁汤的药效物质基

础奠定了基础。

付克等xOSz对柴芩清肝汤进行了血清药物化学

研究，采用 emi`Jrs 法确定了柴芩清肝汤经灌胃

给药后大鼠血清中的 NQ 个移行成分，通过对提取

液及空白血清比较，确定其中 U 个为原型成分，S
个为其代谢产物，运用血清药物化学方法可阐明柴

芩清肝汤的药效物质基础以及其配伍的科学内涵。=
吴建明等xOTz运用 emi`JaAa 技术，对渴络欣

胶囊在大鼠血清中的移行成分进行分析，通过比较

渴络欣胶囊的指纹图谱，分析并鉴定了 NP 个移行

成分，其中 V 个原型成分、Q 个代谢产物，通过药

材归属，移行成分中包括芦荟大黄素和大黄酸，初

步明确这些成分为其药效物质基础。

此外，还有学者分别对六味地黄丸xOUz、复方贞

术调脂胶囊xOVz、当归芍药散xPMz、复方丹参片xPNz、大

青龙汤xPOz、银翘散xPPz等的血清药源性成分进行研

究，初步明确了复方中众多化学成分在体内的吸收

情况，为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R= =目前存在的问题=
血清药物化学研究作为近年来的新兴学科，还

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首先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研究主要适用于通过血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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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作用的中药及中药复方，一些中药的有效成分

不通过血液起作用，则不能用该方法；其次，由于

血清药物化学为新研究模式，其研究的流程并不规

范，应建立健全的实验方法操作规程；再者，中药

或中药复方成分复杂，其不同的理化性质使得其吸

收的速率及程度不同，且入血形式不同，导致血清

中药物成分是动态变化的，因此药物在体内的动态

变化规律是研究血清药物化学的难点。最后，中药

血清药物化学还需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结合现代

科学技术，实现多学科融合，以开创中药研究的新

局面xPQz。=
S= =结语=

血清药物化学的提出为阐明中药及中药复方

的药效物质基础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还有很多具

体问题需要解决。目前的思路是：通过研究中药的

血清药物化学，以吸收入血的移行成分为导向，减

少了通过化学成分分离获取有效部位的盲目性，利

用现阶段出现的分析分离与检测技术，如

rmi`JbpfJnJqlcJjpLjp，确定中药或中药复方的

体内直接作用物质，并以此为指标，运用现代色谱

技术，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定性定量方法，从而使

中药及中药复方的质量标准逐步国际化。

总之，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提出，开创了中药

研究的新局面，虽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存在诸

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方法

的不断完善，中药血清药物化学必将在中药物质基

础研究中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并进一步推动中药现

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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