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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味作为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有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中药五味理论进行一系列的研究。由于传统

中医药理论与现代药学思维方式和认识途径存在差异，导致人们对于中药五味药性理论的认识不尽相同。从中药五味的源

流，哲学思想对五味属性的推演以及四气、归经、升降浮沉、功效与五味的联系对中药五味药性理论的脉络进行梳理，进

一步从真实滋味和功效属性两方面对中药五味药性的现代研究进行探讨，通过探究五味的真实滋味的标定及五味物质基础

与功效的关联关系，对其进行客观的描述，以期寻求一种更加科学化的现代方法阐明中药五味药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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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ny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theory of the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the modern pharmacological way of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the five flavors of Chinese medicine is not the same. In this paper, we first sorted out the theory of the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origin of the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educt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the five flavors by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our qi, the attribution to the meridian, the 

elevation, the floatation, and the sinking, and the efficacy and the five flavors, and then we further explored the modern research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erms of the real taste and efficacy attributes, and explored the 

real taste of the five flavors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five-flavor material basis and efficacy, to describe the theory more obj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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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ploring the calibration of the real taste of the five flavor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terial basis of the five flavors and 

their efficacy, the theory of the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described objectively, to seek a more scientific and 

modern method to clarify the theory of the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al taste; efficacy properties; characterization method; material basis

中药五味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

我国历代医药学家经过长期实践总结而成，指导中

医临床用药的重要理论依据。中药药性包括四气、

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有毒无毒等，五味作为药性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具有 2种内涵：药物

的真实滋味和作用的功效。最初，五味只代表了食

物的真实滋味，后续由于五行、法象等哲学思维的

影响，逐渐与人体的五脏六腑联系起来，将五味功

能化。由于传统认知的局限性，导致五味真实滋味

标定的模糊化，对后来的味-效研究产生一定的困

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人们依

靠仿生、计算机虚拟筛选和生物传感技术等研究手

段对五味的真实滋味进行客观表征，通过性味拆

分、功能受体等方面探究背后的味-效关系，使五味

理论更加清晰、客观、标准化。本文从五味的历史

源流出发，讨论传统五味理论的局限性以及现代研

究的科学性，以期在前人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更加标

准化的表征方法，为临床用药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

1　中药五味理论的认识

1.1　中药五味的历史源流

中药五味理论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首先，远

古至西周是五味的起源期，《吕氏春秋》［1］：“古圣人

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

全性之道也”，由此可见味在当时只表示饮食滋味。

春秋至西汉是五味理论的起源与奠基期，由于阴

阳、五行学说的兴起，味的含义逐渐被赋予功能［2］。

到了东汉、五代时期五味开始与中药联系起来，《神

农本草经》指出［3］：“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初

次把五味的概念引入本草著作，自此中药与味融合

在一起，便出现药物的五味。最后，在宋、金、元时

期医药学家基于味的功能化，开始构建中药味-效理

论。北宋后期及南宋、金、元时期本草学家用五味

理论探讨了药味与药效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比较全

面的中药五味药性理论系统［4］。

1.2　阴阳、五行、法象等哲学思想对五味属性的

推演

法象又被称为象思维，是中医学思维的核心内

容。《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经典之作，其所论与阴阳

五行密切相关，运用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探讨了

五味作用、五味与五脏关系、五味对五脏生理病理

的影响。《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5］：“辛甘发散为

阳，酸苦涌泄为阴”。《尚书·洪范》记录的“水曰润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穑”对五

行特性进行了概括［6］，后来《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

的［7］：“酸与木、苦与火、甘与土、辛与金、咸与水”将

五味与五行一一对应起来。通过“病之象-药之效-

药之性”的推演过程得出药的五味属性，借助阴阳、

五行、象思维等哲学思想深入全面了解中药五味，

同时推测五味的功效［8］。

1.3　四气、归经、升降浮沉与五味药性的联系

1.3.1　五味与四气的联系 四气是指药物的寒、

热、温、凉四种药性。缪希雍曾提出［9］：“物有味必有

其气，有气斯有性”，强调气与味密不可分。四气是

在药物的五味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可以说五味是

产生四气的物质基础［10］。《本草纲目》中写到：“凡药

之用，皆以气味为主”，“味有五，气有四”，气味又称

为四气五味，五味反映的是中药本身的物质属性，

而四气是表达它的功能属性［11］。辛、甘味药多具有

温热之性，苦、淡味药多具有寒凉之性，这表明四气

与五味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

1.3.2　五味与归经的联系 归经是指中药对人体

某个部位有选择性的治疗作用，说明是药物的作用

部位。《黄帝内经》中有关五味与五脏“入”与“走”的

表达，揭示了药味对人体部位的选择性［12］。《素问·

宣明五气篇》中明确指出“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

辛入肺，咸入肾”［7］。然而，中药五味的归经并非传

统理论中一味归一经，可能一味归多经，说明一味

药物可能作用于人体的不同部位。药物归经具有

普遍性，归经可以反映出药物作用的部位，即反映

疾病的病位，为后续辨证用药提供思路。

1.3.3　五味与升降浮沉的联系 升降浮沉是指药

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趋向。药物作用有向上或向

外的趋势属于升浮，药物作用有向下或向内的趋势

属于沉降，升降浮沉主要是解释药物对于疾病病

症、病势发展的趋向［13-14］。《本草纲目》中记载［15］：“酸

咸无升，甘辛无降”。辛、甘、淡味的药物，其多具有

升浮之性，酸、苦、咸的药物，其多具有沉降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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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中药五味可以影响药物的升降浮沉。

1.4　五味与功效的联系

古人根据药物的临床功效，结合中药五味药性

理论，进行反向推定，可以确定药味。《本草备要》记

载［16］：“凡药酸者能收能涩，苦者能泄能燥能坚，甘

者能补能和能缓，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咸者能下

能软坚，淡者能利窍能渗泄，此五味之用也”。如麻

黄，《神农本草经》记载其“味苦、性温”。由于麻黄

能发汗解表散寒，故后人记载其味为辛。中药五味

不仅是真实滋味的表达，还包含了药物具有不同功

效的含义。将五味与功效相联系，使中药五味药性

理论更加科学化，对药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1.5　传统五味理论的局限性

《说文解字》谓：“味，滋味也”，所表达的味是真

实滋味，中药的真实滋味由口尝与鼻闻而得，如黄

连、黄柏、苦参味苦，党参、甘草味甘，川芎、细辛味

辛，乌梅、木瓜味酸，芒硝味咸。桂新景等［17］以 236

种中药饮片水煎液为研究对象，采用经典人群口尝

评价法对水煎液进行 5 种味道的定性，结果表明，

236种水煎液分别鉴定出苦味 89种、甜味 61种、辛

味 47种、酸味 23种、咸味 9种。然而，由于口尝者的

个体差异，中药品种不一，产地、采收季节不同等因

素，导致口尝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对中药

真实滋味的鉴定也需要科学客观的方法进行标识。

由于口尝者的个体差异以及药材自身的差异，导致

口尝确定药材的真实滋味时会存在偏差。因此，需

要引入现代技术来减少五味标定时存在的问题，使

其更加标准、有效。另外，传统味-效研究基本为药

材整体与五味的联系，而药材不仅包含有效成分，

且含有一定量的无效成分甚至毒性成分。如何精

准筛选有效成分对于临床应用有重要意义，也是现

代五味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2　中药五味药性理论现代研究和表征模式

在传统中医药学的基础上，众多学者提出了一

些关于中药性味理论的新假说，为中药药性理论研

究提供思路。张冰等［18］提出“三要素”假说，认为中

药药性应基于中药物质基础的研究，并关注药物作

用于机体状态的综合生物学效应，进行整体、系统

的探讨。匡海学教授［19］曾提出“中药一味一性，一

药X味Y性（Y≤X）”的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并构

建了新的研究方法“中药性味的可拆分性、可组合

性”验证其可行性，该假说的建立使性味物质基础

与药效研究有机结合。刘昌孝院士［20］提出“药物-五

味-物质-效应-功用”的“五要素”的研究思路，以中

药五味的客观表征及其作用的趋势、以及药效等生

物效应表达为研究思路，全面阐释中药五味理论的

科学内涵。新假说的提出有助于突破传统理论上

中药药性理论的不足，为中药五味药性理论的现代

研究提供新思路。

中药五味的“味”最初确定是依据口尝药物的

真实滋味，但由于药物的滋味与作用联系密切，逐

渐演变为以“味”解释和归纳药物的作用［4］。中药五

味的实际意义包括 2方面，一是标示药物的真实滋

味，二是提示药物性能的基本特征。因此，对于中

药五味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主要从 2个方面出发去

阐释其科学内涵，一是基于真实滋味的五味理论研

究，二是基于功效属性的五味理论研究。

2.1　基于真实滋味的中药五味表征方法

《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尝百草之滋味，水

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

毒”，表明中药五味最初是指药物的真实滋味，是药

物本身对人体味觉或嗅觉的直接感官刺激［21］。若

仅使用口尝、鼻闻辨别真实滋味，过于主观，无法作

为科学研究中的主要手段和量化指标。因此，需要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药五味进行客观、清晰的

表征。

2.1.1　计算机虚拟筛选技术 计算机虚拟筛选技

术能够以相对较高的精确度预测中药小分子与相

关受体的结合情况［22-23］。现代研究表明，五味的产

生和舌上的特殊感受器以及口腔的其他部位检测

到特定的化学物质产生的感觉有关［24］。味蕾内不

同类型的味觉受体细胞介导基本味觉，味觉的产生

是一些物质刺激味蕾，不同的味觉受体细胞释放

ATP刺激味觉传入神经纤维，大脑接收味觉信号并

进行综合分析，促使机体产生味觉［25-26］。嗅觉上皮

位于鼻腔顶部，当有气味的分子进入鼻腔后，气味

可以通过鼻孔传到嗅区，这些有气味的分子会分解

并且融入位于鼻腔顶部的黏膜层，通过位于鼻黏膜

细胞上皮的嗅觉感觉神经元内的味觉受体与气味

分子结合识别气体［27-28］。研究表明，苦味受体、甘味

受体均为嗅觉受体（GPCRs），编码 GPCRs 的基因

TAS2Rs普遍被认为是代表苦味的受体［29-30］，甘味受

体为T1R2/T1R3［10］。酸味则由Otopetrin-1（OTOP1）

质子通道介导［31-32］。辛味的味觉受体与瞬时受体电

位香草酸 1（TRPV1）离子受体有密切联系，同样，也

可以通过其气味分子与人体中的GPCRs结合辨别

辛味中药［33-35］。咸味的味觉传导主要是通过阿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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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敏感性咸味受体上皮细胞膜表面钠通道（ENaC）

及非敏感性咸味受体TRPV1这2个通道进行的［36］。

利用同源模建的方法构建人类味觉、嗅觉受体

的三维结构模型，与中药成分进行分子对接，可对

中药五味中的化合物进行“味”的表征。李轩豪

等［37］采用同源建模的方法构建“苦味”受体中味觉

受 体 2 成 员 16（TAS2R16）、味 觉 受 体 2 成 员

14（TAS2R14）、味觉受体 2成员 13（TAS2R13）的三

维结构模型，利用分子对接将苦味受体与翼首草的

化学成分进行对接，结果显示翼首草的“苦味”物质

基础为环烯醚萜苷和酚酸类成分。Xiao等［38］通过

分子对接分析辣椒、大蒜和山椒中的活性成分辣椒

素、大蒜素、山椒素与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

1（hTRPV1）的亲和力，结果发现辛味药物中的活性

成分均与 hTRPV1具有亲和力，进一步表明辛味的

物质基础为辣椒素、大蒜素和山椒素。Li等［39］通过

构建苦味受体中味觉受体 2成员 31（hTAS2R31）的

同源模型，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地上部分的氯仿可溶

性提取物进行分析，将苦味受体与化合物 2分子对

接，发现化合物 2 与 hTAS2R31 的活性位点结合良

好，表明化合物 2为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苦味物质基

础。韩彦琪等［40］采用同源模建和分子对接技术，将

延胡索中的代表化合物与苦味受体和嗅觉受体进

行对接，结果表明，延胡索的苦味物质基础可能为

原小檗碱型化合物。

计算机虚拟筛选技术逐步成为表征中药五味

真实滋味的有效手段，通过分子对接技术可以得到

与味觉、嗅觉受体亲和力较高的化合物，发现药味

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体内外实验进一步研

究其药效物质基础，从而有效提高了药理活性物质

的筛选。目前，分子对接技术多应用于中药苦味物

质基础的表征。

2.1.2　电子舌、电子鼻仿生技术 口尝确定中药五

味是最原始的方法，然而由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

素。现在许多学者都通过现代技术对中药五味进

行真实滋味的标定以及物质基础的确定，使得中药

五味的标定更加客观化及标准化。电子舌、电子鼻

技术作为一种分析、识别气味的新型仿生检测技

术，能够客观地评价气味，其检测结果具有高度的

灵敏性［41-42］。电子舌、电子鼻技术在药材品种鉴别、

产地判定、物质基础研究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国内外已开展许多关于电子舌、电子鼻技术应

用于中药五味的研究，能够对中药的滋味进行区分

辨识。任延娜等［43］通过新型电子鼻、电子舌技术结

合主成分分析-判别分析、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2种

方法对 122种中药进行五味的二分类，结果表明电

子鼻、电子舌技术能较好地区分中药五味的真实滋

味。杜瑞超等［44］采用电子舌技术对 22种中药进行

辨识，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等统计分析方法对

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电子舌技术可以区分不同

滋味的药材以及相同滋味的不同药材。王蓉等［45］

采用电子鼻、电子舌技术结合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对

中药紫菀进行辨识，并且能够明确地区分出紫菀中

不同产地、不同药用部位以及不同加工方法的气

味。电子鼻、电子舌不仅能辨别出中药五味滋味，

也可以进一步对中药性味的物质基础进行初步表

征。杨露萍等［46］首先通过电子舌技术对不同科的

辛味中药进行辨识，之后对中药川芎进行表征，进

一步验证出洋川芎内酯A、藁本内酯、丁烯苯酞是川

芎辛味的物质基础。马文凤等［47］利用判别因子分

析方法建立滋味区域模型对不同滋味进行划分，研

究发现电子鼻、电子舌能够界定延胡索样品、物质

组群可能均为苦味，初步表征出延胡索的苦味物质

基础是生物碱。荆文光等［48］通过电子舌技术对厚

朴中的化学成分进行测定，结果发现厚朴中的和厚

朴酚与厚朴酚的苦味响应值最高，初步表征其为厚

朴的苦味物质基础。

仿生技术对于辛、酸、甘、苦、咸味的中药均能

较好的区分，借助人工嗅觉系统、味觉系统及各种

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对中药进行五味分类，还可以进

一步判断出药味的物质基础。

2.1.3　生物传感技术 细胞生物传感技术具有良

好的灵敏性、新颖性以及检测种类多元性［49］。基于

味觉、嗅觉受体，构建细胞生物传感技术，对中药的

真实滋味进行归属。Hao 等［50］研究了 HepG2 细胞

膜上表达的TRPV1受体在羟基-α-山椒素刺激后的

反应，将表达 hTRPV1的细胞分层制备为三维电化

学传感器，将 HepG2 细胞包被海藻酸钠/明胶水凝

胶，构建三维细胞培养体系，将细胞固定在传感器

上作为生物识别元件，利用差分脉冲伏安法对花椒

中的化合物羟基-α-山椒素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发现

该化合物与TRPV1受体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表明

羟基-α-山椒素可能为花椒的辛味物质基础。瞬时

受体电位A1（TRPA1）为辛味的受体之一，卜凡洁［51］

以表达 TRPA1蛋白的组织和细胞膜作为电化学生

物传感器的传感元件，测定了多种桔梗单体成分与

TRPA1的作用强度，结果发现，桔梗中的桔梗皂苷

元、桔梗皂苷 D、桔梗皂苷 D2、桔梗皂苷 D3、去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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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桔梗皂苷D可以激活TRPA1受体发挥作用，可以

推测桔梗的辛味物质基础可能为桔梗皂苷元、桔梗

皂苷D、桔梗皂苷D2、桔梗皂苷D3、去芹菜糖桔梗皂

苷D。细胞生物传感器可用于TRPV1、TRPA1等通

道激活剂的筛选，在中药五味中的应用多是对辛味

物质基础的表征。

2.1.4　近红外光谱技术 近红外光谱技术通过测

定物质在近红外光谱区的特征光谱并利用化学计

量学方法提取相关信息，对物质进行定性或定量分

析。国内外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研究主要是中

药质量的研究［52-53］。王小鹏等［54］利用近红外光谱技

术对中药苦、甜、酸、咸 4种味道进行分析，获取药物

的近红外光谱技术（NIRS）信息作为自变量，将《中

国药典》2020年版中对于味觉的描述并且结合口尝

结果作为对照信息，比较 5种光谱预处理方法，然后

利用主成分分析-判别分析、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K-近邻算法对中药苦、甜、酸、咸 4类味觉进行模型

辨识，结果表明，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建立的味觉

分类辨识模型具有较好的辨识率。然而，近红外光

谱技术应用于中药五味的真实滋味的鉴别较少，为

中药五味的定性辨识提供了未来的研究方法。后

续可将其与电子舌、电子鼻等仿生技术相结合，进

一步提高其性能，更好地对中药五味进行定性

辨识。

2.2　基于功效属性表达的中药五味表征方法

现代技术的运用使五味真实滋味的标定更加

科学，而五味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探索五味与药物作

用的联系。目前，多数研究是通过药效学实验对物

质组群的药效进行探索验证，将滋味表达与功效含

义综合分析，进而确定五味与功效的关系。

2.2.1　中药性味拆分 中药性味假说将药性与药

味拆分加以理解，即药性是影响机体代谢的通路，

而药味是与中药功效相关的化学物质［55］。中药性

味拆分首先分离出中药的物质组群，后将物质组群

进行药理学性味归属，明确药味的作用特点。目

前，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在中药的性味归属方面有较

好的研究。丁子禾等［56］通过双提法、醇沉和聚酰胺

柱色谱法的组合应用，对枳壳性味物质基础进行拆

分，在小鼠疼痛实验中，挥发油组分和生物碱组分

有明显的镇痛作用，故认为其是镇痛作用的物质基

础，辛味能散寒行气止痛，故挥发油组分和生物碱

组分是枳壳辛味的功效体现。孙延平等［57］通过药

理学实验结果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相结合对牵牛子

拆分组分进行性味归属，结果表明，牵牛子是苦味

兼辛味的复合味中药，多糖组分和脂肪油组分为苦

味的物质基础，具有利尿化痰的作用，酚酸组分和

树脂苷组分为辛味的物质基础，具有促进胃肠蠕

动、抗炎、增强免疫和兴奋子宫的作用。中药的性

味不仅是中药五味所具有的功效，也代表着相应的

物质基础。对于中药药性理论来说，中药性味拆分

是依托于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目前较为科学、全

面的研究方法，为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

法学平台，后续可以增加相关研究，以期更加科学

的解释中药性味理论。

2.2.2　功能受体 功能受体能够特异性识别并与

配体结合，从而激活一系列反应，最终诱导信号物

质特定的生物效应。张铁军等［58］选择与辛、苦味功

效表达密切相关的 6 种 GPCRs 受体（5-羟色胺、阿

片、β2肾上腺素、多巴胺、乙酰胆碱和血栓素-前列

腺素受体），并基于味觉受体分子对接预测结果，选

择延胡索及白芷药材中潜在辛、苦味化合物，通过

胞内钙离子荧光技术检测各单体化合物与受体的

结合情况，结果表明延胡索乙素和原阿片碱能够作

用于辛味和苦味相关的受体，其可能是辛味和苦味

的物质基础；欧前胡素可以拮抗血栓素受体，体现

了辛味活血化瘀的功效，其可能为辛味的物质基

础。该方法是将GPCRs受体与分子对接进行结合，

首先利用分子对接技术辨识出中药真实滋味的物

质基础，再结合网络药理学对药味的功能物质基础

进行初步筛选，从传统中医药理论出发，选择与传

统功效相关的功能受体筛选出药物中发挥功效的

物质基础，进行味-效关联。后续可以采用体内外实

验筛选出五味的药效物质基础从而进一步阐明其

作用机制。

2.2.3　系统生物学 系统生物学［59］包含代谢组学、

蛋白质组学和基因组学等内容，其理论框架与中医

药理论体系中的整体性、辨证论治及中医用药的规

律相通。许淑君等［60］通过代谢组学技术，研究吴茱

萸干预后小鼠血清中的代谢物变化，结果表明吴茱

萸通过作用于CYP450酶系，上调烟酸和烟酰胺，抑

制花生四烯酸和亚油酸代谢通路，调控机体能量代

谢进而发挥辛热中药抗炎及调节免疫的功效。杨

靖等［61］采用代谢组学技术，对 3味补阴药中药干预

后大鼠肝脏组织中的相关指标进行检测，研究发现

补阴药具有抑制物质代谢、能量代谢的功能，表明

补阴药多为寒凉。王秋红等［62］通过对辛温药附子、

干姜和花椒进行大鼠能量代谢和生物标志物相结

合的蛋白质组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3味辛温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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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里散寒的功效，研究证实其有抗肿瘤、抗衰老、

保肝、镇痛等作用，且阐明了影响机体物质和能量

代谢的 2条途径。通过表征味-效相关的生物标志

物及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和机制，从而诠释中药性

味与功效的内在联系。

2.2.4　网络药理学 网络药理学［63］将数据库与计

算机模拟结合起来，筛选出药物分子靶点及疾病相

关靶点，利用高通量筛选、网络可视化和网络分析，

预测药物的作用机制。Zhou等［64］利用网络药理学

和分子对接技术对 4种苦味药材进行分析研究，研

究发现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酶 2可能是参与苦寒

药解热作用的潜在核心靶点。周炜炜等［65］采用网

络药理学技术对 3味辛香类中药与嗅觉受体间的相

互作用进行探讨，发现辛香类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

为挥发油类，挥发油激活嗅觉受体启动多个信号通

路共同参与辛香类中药药性的表达，进而发挥“气

味辛香”的功效。

网络药理学能够在整体上阐释药物与疾病之

间的关联关系，并通过运用网络药理学与分子对接

技术构建中药“成分-靶点-通路-药理作用-功效”的

网络关系，预测中药五味的物质基础及药物的功效

和作用机制，后续需要针对药物功效及作用特点进

行相应的药效机理验证研究，使五味理论研究更加

合理、科学。

3　结语与展望

中药五味不仅反映了药物的真实滋味，而且很

好地概括了药物的功效属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的兴起和完善，由于传统口尝对中药的真实滋味辨

识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准确划分药物的五味。众多

学者通过运用计算机虚拟筛选技术、仿生技术、近

红外光谱等研究方法对药物的真实滋味进行标定。

现代技术均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药物滋味和气味，

以减少标定药物真实滋味时存在的差异。计算机

虚拟筛选技术通过结合生物化学理论，对各个单体

与味觉受体进行分子层面研究，对其真实滋味进行

归属，预测中药五味的性味物质基础，但对于计算

机虚拟筛选技术结果的真实性仍需学者们进一步

通过相应的药效学实验研究加以验证。目前，基于

仿生技术开展的研究，多数是基于真实滋味的标

定，少数是对于其物质基础的研究。电子鼻、电子

舌初步判定出五味的物质组群或单体。然而，由于

在检测辛味化合物时，电子鼻对化合物的浓度有检

测阈值的限制，若浓度过低可能会导致检测不准

确，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应对电子舌和电子鼻的检测

标准及限度进行技术研究及校准。未来可以综合

分析分子对接与电子鼻、电子舌的结果，不仅进一

步验证了电子鼻、电子舌结果的准确性，而且使中

药“味”的归属更加明确。

传统味-效关系是通过药物总体性质、特点及临

床经验判断的，是对五味理论的粗略总结，虽然具

有整体性但缺乏对药物物质基础的具体分析。现

代方法通过中药性味拆分、生物效应实验等对中药

五味的功效属性进行具体表征，进一步完善了中药

五味药性理论。中药的复杂化学物质群决定了中

药性味具有多元性。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不足：（1）

单一的五味层面不能全面概括药物作用的性质和

特点。无论是五味、四气、归经、升降浮沉均与药物

作用有着很大的联系，然而五味仅仅用于概括发

散、行气、活血、补虚、泻下、缓和、收敛固涩等功效

的作用特点是片面的。（2）五味难以准确表示药物

的具体功效。查阅以往文献，性效等同的药物虽占

多数，但还掺杂着一些性效有别和性效互参的药

物。（3）五味理论的标准存在争议，由于中药的多样

性，基于古代的医学技术和哲学思想，科学地论证

中药五味理论是不现实的。针对不足之处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一方面对于五味的概念进行完善，使

其更加具体化、科学化、标准化；另一方面可以将五

味作为药性理论的一种层面，借助中医药自身

的“整体观”的思维，结合四气、归经等方面，从多维

度上去摸索隐含的规律，在药性网络中取各维度的

交集，进而完善中药药性理论；对于物质基础，可以

先找出药材的有效成分，然后进一步对具体的化合

物进行味-效分析（目前研究多集中于化合物类型，

没有上升到具体化合物）。

辨识五味、表征物质基础是中药五味理论研究

的基石， 是标准化传统中药五味理论体系的关键。

因此，运用现代研究方法阐释中药五味理论的科学

内涵，是实现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

研究手段及方法可以为中药五味中真实滋味的研

究提供一个标准化、客观化的研究思路，使中药五

味的真实滋味的标定更加趋向于唯一化；在传统中

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地界定五味药性的物质基

础，从中医药整体观的角度出发，阐明物质基础与

中药五味复杂的味-效关系，是未来中药五味药性理

论现代研究的重要任务。未来的实验研究应在张

冰、匡海学教授和刘昌孝院士提出的新假说的基础

上，结合现代研究方法，寻求并建立一套完整、科学

的五味理论评价体系，将对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发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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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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