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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医药理论现代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结合当前亟需解决的 3 项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 3 项重大工程技术难

题，辨中医药现代化问题之症结，明中医药现代化难题破解之必由途径，阐述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对其破解的决定性

作用。置人体与中药于自然界生物演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运用超分子化学解析生命进化轨迹，溯中医药理论产生之源。在漫

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自然界的各类分子遵循超分子化学规律，按“印迹模板”逐级形成超分子体，由简单到复杂，由无生

命的无机络合物再到有生命的酶系统，由简单的单分子到复杂的超分子机器，无不打上超分子化学的烙印。在由逐级超分子

体构成生物体链条中，生物超分子化学作用贯穿始终。由“印迹模板”通道结构逐级有序排列构成经络，管控“社会分子”；

在人体心脏搏血的推动下，溶于血液中的客体小分子物质在脏腑经络主体大分子的“印迹模板”通道中按“气析”进行迁移，

宏观表现出中医所述经络脏腑对小分子作用的各向异性，亦即脏象。据此可阐明生命科学本原和中医药“理”“法”“方”“药”

原创性理论，解决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重构并融合中医药基础理论，最终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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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ory, 

combined with three major frontier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three major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roblems needed to be solved, the 

crux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blem of TCM was identified, the way to solve the modernization problem of TCM was put forward, and 

the decisive role of supramolecular “qi chromatography” theory of TCM in cracking these problems was elaborated. The hum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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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re observed clearly in the long hist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in nature, while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nalyzing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life and tracing the origin of TCM theory. In the long proces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in nature, all kinds of molecules in nature follow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forming supramolecular bodies 

according to “imprinted template” step by step,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inanimate inorganic complexes to living enzyme 

systems, from single simple molecules to complex supramolecular machines, through whic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biological molecules 

runs in the chain of organisms composed of supramolecular bodies. Meridian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the orderly arrangement of the 

“imprinted template” channel structure step by step, are the basic form to control molecules. Under the impetus of human heart beating, 

the small molecules substances dissolved in blood migrate into and act on according to the “imprinting template” embed in main 

macromolecule of meridians and viscera. It shows the anisotropy of the action of meridians and viscera on small molecules, that is 

visceral phenomena, on which the essential of life science and the original theory of “principle”, “method”, “prescription” and 

“medicine” for TCM will be clarified. Major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problems of TCM will be solved on the basis of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and the basic theory of TCM will be reconstructed and modernized into a union with contemporary medicin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ic theory of TCM; supermolecule; qi chromatography; scientific frontier problems; 

engineering technological problems 

 

中医药基础理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同疾病斗争

的结晶，其正确性与科学性不容置疑，但现代化道

路异常崎岖坎坷。由于中医药工作者擅长从宏观层

面思考和解决问题，常忽视从微观物质基础层面诠

释其现代科学内涵，致使中医药原创理论的微观物

质运行规律长期不明，屡遭非中医人士诟病。2019

年初，中华中医药学会对征集到的 37 项中医药领域

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进行分类、整理、

凝练，并组织行业权威专家成立推荐委员会进行研

讨论证，最终归纳遴选出共识性的 3 项重大前沿科

学问题和 3 项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并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向社会发布[1]。针对共识性问题、难题，广

大中医药工作者献计献策，组织重大课题，力求破

解。其中，能否从微观层面找到中医药理论现代化

的运行物质及其普遍规律是能否破解重大前沿科学

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的关键之所在。本文将结合前

期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所形成的中医药超分子“气

析”理论[2]来探讨怎样破解这些问题和难题。 

1  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形成及其现代化研究现状 

中医药理论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医疗实践经验，是中国

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我国独特的卫生、经济、科技、

文化和生态资源，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药基础理论发展呈现了 3 个“高峰”期，奠基

于先秦两汉，发展于唐宋金元，成熟于明清。 

先秦两汉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奠定了朴素直观、

辩证动态、抽象笼统的中医药基础理论体系，其标

志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

经》4 部医学经典著作的问世，这一阶段可谓“顺

天”而“法于自然”。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医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时

期，中医药学科分化日趋成熟，医学理论与技术不

断提高，宋金元时期是中医药理论发展较为迅速时

期，学派纷呈，建树颇多，出现了金元 4 大家，这

一阶段可谓“知天”而“法于自省”。 

明清时期是中医药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

较为成熟阶段，形成了藏象、经络、精、血、气、

神、津液、体质、病因、发病、病机、防治等[2]完

备的中医药基础理论体系，这一阶段可谓“用天”

而“法于自成”。 

中医药理论体系具有 2 大特点，一是整体观念，

二是辨证施治[3]，具有医学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学

科的双重属性，常采用人文社会学科语言表征自然

学科属性，这给现代化研究增加了难度。因此怎样

建立既适应自然科学微观可验性又能适应人文社会

学科宏观数理表征性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是实现现

代化的基础[4-5]。 

针对上述问题，自 1997 年 11 月起，国家已实

施了 20 余年的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有力推动了中医

药事业的发展，在中医基础理论、复方配伍机制、

证候代谢组学、中药药性理论、中药标准化和现代

化生产、循证医学的临床研究、新药研究、科研平

台、国际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6-8]。但鲜有原创性、突破性的成果面世，特别

是中医药理论的原创性研究方法、技术体系的构建

更是没有明显进展和突破。为此中华中医药学会面

向全国各分支机构征集意见，形成了 2019 年初重大

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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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可满足解决上

述问题所需的现代科学理论本系要求。由于人体为

自然界中的单分子、超分子、聚合超分子、巨大超

分子等逐级构成的巨复超分子体，各级分子按“印

迹模板”自主作用，这是“天”理，是形成整体观

念的基石；而“印迹模板”的构成和按“气析”自

主作用却动态变化，这是“法”则，是辨证施治的

基础；两者共同高效、有序、精确地管控人体内部

的“分子社会”，实现宏观证与微观物质运行规律的

有机统一，这便能“通天”而“法于自生”中医药

现代化理论[3]。 

2  中医药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的超

分子共性本质 

2.1  重大前沿性科学问题 

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包括（1）中医药原创理论的

现代科学内涵阐述；（2）中医药对生命本质和疾病

发生发展的调控；（3）中药复杂体系作用模式解析。

针对 3 项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已给出了关键突破点[1]：

（1）中医药原创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阐述的关键突

破点是如何从众多的学派学说中找到一种现代科学

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简化为理论）能对中医药

所覆盖范围的理论进行诠释，该理论必须具有医学

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双重属性；（2）中医

药对生命本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调控的关键突破点

是体现中医药理论的动物模型创建；中药整体成分

分子探针的构建；生命本质或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

阐释与调控。其核心是要回答生命的运行本质规律

是什么？动物建模和疾病发生发展机制都可在生命

运行的本质规律的基础上解决；（3）中药复杂体系

作用模式解析，这与（2）实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

当生命的作用本质规律明晰后，中药可作为生命体

物质的一种调控物质形式进行研究即可。因此，上

述 3 项前沿科学问题实质为 1 个问题：就是需找到

一种既具有医学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双重学科

属性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且能诠释生命运行的本

质规律，具有“通天”而“法于自生”的作用。 

2.2  重大工程技术难题 

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包括（1）提高中医药核心竞

争力的临床疗效评价创新方法与技术；（2）高品质

中药生产关键技术；（3）中药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

备[1]。解决这 3 项重大工程技术难题的基础是需解

决前面 3 项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只有阐明了中医药

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解析清楚疾病产生发展的调

控机制及中药的作用机制才能创立适宜于中医临床

治病及其疗效的评价方法与技术体系，进而指导中

药新药研究、生产及应用；进而研制出生产智能化

的应用装备。因此重大工程技术难题本质上就是在

突破中医药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的前提下，进一步整

合运用其他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中医药学理论

临床治病的应用工程技术问题，不再存在单独的中

医药学科工程技术难题。 

综上所述，3 项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 3 项重大

工程技术难题的本质上就是一个难题：怎样找到一

种既能体现自然学科，又能体现人文社会学科属性

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来阐明生命体运

行的普遍本质规律，实现“通天”而“法于自生”

的目标。这个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应该是中医药

超分子“气析”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这是由其

自然与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3  中医药理论的超分子化学自然属性及中医药超

分子“气析”理论 

3.1  中医药理论的超分子化学自然属性 

3.1.1  人与中药均为巨复生物超分子体[9-12]  原始

生物系统经历了从水生到陆生、从简单到复杂、从

低等到高等漫长进程的演化。这漫长的生物演化进

程的特点是[9-12]：（1）从水生到陆生、从简单到复

杂、从低等到高等；（2）呈进步性趋势，且不同层

次的形态结构的逐步复杂化和完善化，与此相应，

生理功能也愈专门化，效能亦逐步增高；（3）进程

轨迹有序，宏观形态组织形成特别清晰。生物的演

化过程实质是一些生物小分子物质在“分子社会”

中有序地组织、组装、再识别、复制逐步形成结构

更加复杂、功能更加强大的分子聚合体，如细胞器、

细胞、器官、组织等，最终形成各种各样的生物个

体，人体与中药便是其中的一员，为巨复生物超分

子体。其中人体进化成功最晚，应处于所有生物体

的最高进化状态，潜在着各种形式的超分子“印迹

模板”，能与自然界各种物质进行信息交换；（4）“分

子社会”管理有序，超分子化学作用贯穿始终。由

各级分子结构组成人体，其体内物质流的运行规律

可用超分子化学的“印迹模板”自主作用规律诠释。 

3.1.2  生物超分子化学搭建生命运行规律的宏观、

微观的桥梁  超分子化学，即“超越分子概念的化

学”，是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组装能力的化学物

种通过分子间较弱的相互作用形成复杂、有序，且

有特定功能体系的化学[13-14]，是分子化学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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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特征是分子间的自识别、自组装、自组织和

自复制[11]。分子是组成分子社会的基本单位，超分

子是“分子社会”中各种形式的组织构成体。同时，

它是“分子社会”得以稳定、有序、高效运转的基

本保障。在“分子社会”中，是按“印迹模板”（分

子间有效作用原子基团点阵的空域）来管理，宏观

物质的井然有序是微观分子按“印迹模板”管理的

结果。因此生命体具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15]：（1）

超分子体；（2）能自识别、自组装、自组织的自复

制体。也就是生命体为具有自复制功能的超分子体；

其热力学和动力学上表现出自律作用，各种物质都

有保持原状态的惯性和自我质量约束作用的特性。

因此，生物超分子化学能搭建生命运行规律的宏观

特征与微观物质基础的桥梁，管控体现医学自然科

学与人文社会学科属性。 

3.1.3  中医药理论产生是生物超分子化学作用的必

然结果  人体产生中医药理论，诸如经络与脏腑现

象是生物超分子化学作用的必然结果。作为生物体

的人体巨复超分子体系统，按超分子“印迹模板”

作用规律联系内外物质交流，表现在： 

（1）人体经络脏腑超分子体为自然界生物超分

子体的一部分：病毒为较为简单的生物体，其经络

为核酸和蛋白衣壳分子内外的作用空域通道；植物

的微观结构表现出植物形成层维管束经络脏腑结

构，植物的形成层维管束结构为低等生命简单经络

体现形式[9,16]；动物是在简单生物、植物经络基础

上，由形成层维管束演化而来，分布于四肢皮肤与

肌肉组织之间，并进化出脏腑，形成络属关系；人

体为动物的最高进化产物，脏腑功能分化完善，经

络结构也分化完善，经络脏象更为明显，两者表里、

络属关系更加专属明显，宏观结构表现为各种腔

道、血管、毛细管、分泌腺等组织器官，微观表现

为经络脏腑“印迹模板”通道的各向异性[9,16]。因

此经络为自然界生物超分子体，为分子管理的一种

工具，并且经络体现“属所”“络所”和“线所”

等不同形式。 

（2）中医药理论的超分子化学属性诠释：中医

药理论是建立在对人体有序的多分子群作用基础上

的宏观规律表征，长期以来已从宏观方面进行研究。

在引入生物超分子化学后，可直接将人文社会学科

属性与医学自然科学属性分离，其中中医药人文社

会科学属性转换成生物超分子化学的宏观语言进行

表征，以“印迹模板”的动力学和热力学，按生物

物理化学建立化学势等状态参数进行定量表征；中

医药的医学自然科学属性转换成生物超分子化学的

微观语言进行表征，以功能单体、印迹模板分子、

交联剂、诱发剂、致孔剂等超分子化学反应机制及

定性作用机制进行特征研究，据此可诠释中医药理

论的现代科学内涵，解决工程技术难题[17-18]。 

3.2  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9,16-17] 

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包括：（1）人与中

药为自然界的超分子体，其生理、病理、药理与毒

性作用均遵循超分子“印迹模板”作用自然界普遍

规律；（2）人与中药为生物超分子体，包括主体分

子，亦经络脏腑大分子，客体分子，亦运于经络脏

腑之中的小分子；（3）主客体分子按“印迹模板”

“气析”进行作用，有序管控“分子社会”运行秩序。

在由小分子逐级按“印迹模板”组成的大分子，形

成超分子体的过程中，主体大分子必须保留“印迹

模板”通道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否则生命

将无以为续。人体需在心脏搏血功能的推动下，外

源性物质经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功能，进行人

体血液或组织液，经“印迹模板”通道与主体分子

产生作用，如同色谱一样表现出机体结构（固定相）

对小分子的各向异性作用，亦“气析”作用。水为

洗脱剂，溶于水的各类客体分子与组织器官主体分

子的孔穴通道按“印迹模板”产生印迹作用，包括

“分子筛、离子交换、吸附、分配与亲合色谱”的各

种形式，体现出共“印迹模板”特征的“气析”流

和分子信息流交换受控现象，便是产生经络脏腑现

象的物质本原。其结果是与经络脏腑“印迹模板”

相吻合的分子流产生作用，而不吻合的分子流就难

产生作用[9]，由此便能从“分子社会”管控的普遍

规律层面解释和构建现代化的中医药基础理论，实

现“通天”而“法于自生”的目标。 

3.2.1  经络脏腑与食物成分群的信息流作用  按超

分子“印迹模板”而产生生理作用，亦正常的“气

析”作用，这是中医产生“理”的过程[15-16]。这时

人体所摄入的物质叫“气素”，对应的主体“印迹模

板”叫经络脏腑，产生的作用叫“气析”流，这一

现象叫“气”象。根据“气析”流的作用特点，可

分为：（1）元气，指所有经络脏腑主体之中的客体

分子及作用关系，包括先天、后天所产生主客体分

子及其作用关系；（2）宗气，支持呼吸功能的主体

及客体小分子及作用关系；（3）营气，支持营养功

能的主客体分子及作用关系；（4）卫气，支持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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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客体小分子及作用关系；（5）经络脏腑之气，

运行于具体经络脏腑主体的客体小分子及作用关

系。其共同特点是所观察对象的主体与客体分子的

“印迹模板”自主作用关系，使抽象的“气”得以阐

明，并能按超分子化学进行研究，这是中医基础理

论内容。 

3.2.2  病态经络脏腑与食物（中药）成分群的信息

流作用  按超分子“印迹模板”而产生病理作用，

亦异常的“病气”作用，这是中医产生“法”的过

程。这时人体所摄入的物质叫“气素（药素）”，对

应的主体“印迹模板”叫“证素”，产生的作用叫“病

气析”流，这一现象叫“病气”象。根据“病气析”

流的作用特点，可分为各种证状，表现出身体内外

“印迹模板”相统一的病证表现，可解释“有诸于内，

必形于外”的中医诊断原则，这是中医诊断学内容。 

3.2.3  病态经络脏腑与中药及复方信息流作用  按

超分子“印迹模板”而产生药效作用，亦异常的“病

气析”作用，这是中医产生“药”的过程[15-16]。这

时人体所摄入的物质叫“药素”，对应的主体“印迹

模板”叫“证素”，产生的作用叫“药效”流，这一

现象叫“药性”象。根据“药效”“药性”的特点，

可对药物进行五味、功能分类，这是中药学的内容。

据“药素”与“证素”信息流的对应关系可中药配

伍组成方剂，这是中医产生“方”的过程。因此中

药方剂是基于经络脏腑超分子“印迹模板”（证素）

与中药成分群“印迹模板”（药素）间按“七情”信

息流和合用药结果。 

3.2.4  刺激经络和穴位的作用  通过针刺、推拿等

物理手段刺激经络和穴位可影响主体经络脏腑的

“印迹模板”通道结构形态，起到促进或抑制对应“印

迹模板”的流动，加强或降低“气析”作用，从而

实现调节经络脏腑的功效而达到治病的作用[9]。 

因此，生物界超分子“印迹模板”信息流能将

中医基础理论整体观、中药与针刺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9,16-17]，体现中医理论的整体、辨证施治、天人合

一观。这是由其生物超分子体按“印迹模板”统一管

控“分子社会”秩序形成的，可循生物演化轨迹，明

中医药理论的生物超分子化学作用“通天”的属性[9]。 

4  中医药理论现代化的整体方案与 3 项问题、3 项

难题的解决之策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医药现代化的理论、

方法、技术及整体方案（路线图）已非常清晰，

见图 1。中医药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用生物超分子

化学重新整合中医药理论并进行转换表述的过

程。对于超分子化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适用于人体的超分子作用规律研究，但由

于人体是更为复杂的超分子体系，体内各种主、

客体分子混杂，相互属、络、线所而干扰。因此

还需创立适用于人体的超分子物质、性质与现象

的研究技术与现代仪器。 

 

图 1  基于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的中医药现代化整体方案 

Fig. 1  Overall plan for modernization of TCM based on supramolecular “qi chromatography” theory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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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创立中医药的超分子化学研究方法 

在经典的超分子化学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医药

物质基础的特殊情况，创建以生物体（人体或中药）

的超分子化学研究平台[17-19]。包括（1）中医药超分

子化学理论研究；（2）中医药超分子化学实验研究；

（3）中医药超分子的数理表征；（4）中医药超分子

化学信息测算；（5）生物超分子化学仪器设备研究。

主要难点在于体内中医药超分子实体成象、结构、

化学键的分析；“印迹模板”定量表征、分析及测算；

特有生物超分子仪器设备的自行研制；（6）中医药

超分子化学定量研究，包括热力学、动力学、化学

平衡、贝叶斯算法、神经网络算法等研究。 

4.2  经络超分子体实质的阐明 

研究人体经络超分子“印迹模板”孔穴通道结

构的物质基础，可阐明经络超分子体实质。采用超

分子化学手段，以中药归经理论为线索，展开中医

经络超分子“印迹模板”孔穴通道结构特征、基本

属性、特异性与各向异性研究，阐明经络和气血运

行属、络、线的科学内涵[9-11]，主要难点在于寻找

到经络标准“印迹模板”分子，作为探针分子，通

过光、电、磁、显色等手段使经络组织产生特异性

变化，显现出经络的实体。 

4.3  脏腑超分子体实质的阐明 

研究人体脏腑超分子“印迹模板”孔穴通道结

构的物质基础，可阐明脏腑超分子体实质。采用超

分子化学手段，展开脏腑超分子“印迹模板”孔穴

通道特征的基本属性、特异性与各向异性研究，阐

明脏腑的科学内涵[9,16-17]，主要难点是怎样克服各实

体脏器“印迹模板”孔穴通道结构的相互混杂干扰

测定的难题，以中药归经为线索，通过光、电、磁、

显色等手段使经络脏腑孔穴通道产生特异性变化，

显现出经络脏腑的实体。“4.2”项与“4.3”项为两

个事物的一个方面，都为生物超分子体的特异性的

检测技术。 

4.4  脏象与气实质的阐明 

研究人体经络脏腑超分子印迹孔穴通道结构与

功能关系，可阐明脏象与气的实质。采用超分子化

学手段，展开经络脏腑印迹孔穴通道结构特性与其

功能属性关联性的研究，阐明微观超分子物质基础

与宏观脏象、气的内在联系的本质规律，解决气的

物质性[9,16-17]。主要难点是各孔穴通道“印迹模板”

分子结构及印迹效应的测定，建立中医经络脏腑、

气血的测定方法与仪器。 

4.5  脏象宏观表征方法的建立 

研究人体经络脏腑超分子“印迹模板”“气析”

的状态函数，可建立脏象宏观表征方法。采用超分

子化学、数学、物理化学、化学动力学原理，结合

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展开经络脏腑超分子“印迹

模板”“气析”作用的宏观状态函数研究，建立状态

数学模型，阐明微观超分子“印迹模板”的动力学、

热力学作用的宏观规律及其脏象表征方法[9,16-17]。主

要难点是建立超分子“印迹模板”特征与宏观状态

函数的数学模型、参数体系及判断式，实现中医药

数理特征化。“4.4”项与“4.5”项为生物超分子生

理学，在现代生理学的基础上，重点放到生物“分

子社会”的超分子机制研究，构建现代化的生物超

分子生理学。 

整合上述 5 个方面，将创立起以超分子化学宏

观定量、微观定性为基石的中医药理论现代化科学

理论、方法与技术研究方法学体系，解决中医药原

创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阐述问题。 

4.6  人体病证与实验动物病证模型关联性研究 

针对人体发病机制，采用超分子化学、数学、

物理化学、化学动力学原理，展开病态经络脏腑超

分子“印迹模板”“气析”作用规律普遍性研究，同

时阐明“印迹模板”病变特征及其一般生物学、病

理学规律，据此建立实验动物模型；研究人体与动

物体病态经络脏腑超分子“印迹模板”“气析”作用

规律的相关性，阐明疾病传变的“印迹模板”变化

规律[20-21]。主要难点是人体与动物病变后的超分子

“印迹模板”特征与宏观状态函数的关联性。“4.6”

项实为超分子病理学研究，在生物超分子“印迹模

板“病理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中医药动物病证模

型与人体疾病证候的科学统一。据此实现中医药对

生命本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调控。 

4.7  以“印迹模板”为核心的中药微观物质基础的

阐明 

研究中药微观物质基础及宏观状态函数的表征

方法，可阐明以“印迹模板”为核心的中药微观物

质基础。中药为生物超分子体，其成分为反映各药

材遗传信息特征“印迹模板”的聚集体，采用超分

子化学、数学及现代信息学建立基于分子“印迹模

板”特征的表征与分析体系，同时展开中药“印迹

模板”特征的宏观状态函数的表征方法，阐明中药微

观物质基础与人体脏象作用的印迹表征规律[16,22]，主

要难点为中药成分“印迹模板”特征表征与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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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函数表达式的建立。 

4.8  建立中药药性与功效、中药品种归属的研究方

法，实现中药学现代化 

以中药与人体经络脏腑的“印迹模板”作用为

核心，采用超分子化学、数学、物理化学、化学计

量学、网络药理学的原理展开中药归经、升降沉浮、

五味、毒性、四性和功效的超分子“印迹模板”作

用规律研究，构建以经络脏腑的“印迹模板”（证素）

超分子作用规律为核心整合的中药“印迹模板”（药

素）的药性及功效理论[23-29]。据此建立“异原等效”

“同原异效”的中药入药品种归属研究方法，并与中

药状态函数关联，实现中药学学科现代化，主要难

点是中药药性与药效的定量表征体系建立。 

4.9  建立中药复方配伍研究方法，实现方剂学现代化 

在中药药性与药效的超分子化学研究基础上，

采用超分子化学、数学、物理化学、化学计量学、

网络药理学原理展开中药复方配伍“印迹模板”（药

素）与人体经络脏腑“印迹模板”（证素）的方证关

联叠加规律研究[30]，并与中药与人体状态函数关

联，构建以经络脏腑的超分子“印迹模板”作用规

律为核心整合的中药复方配伍理论，实现方剂学现

代化。“4.7”项与“4.8”项为生物超分子中药学，

建立起以生物超分子“印迹模板”为药性、药效功

能评价指标的新中药学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具

宏观定量、微观定性作用特点。“4.9”项与“4.7、

4.8”项理论、方法和技术一样，只需建立生物超分

子“印迹模板”配伍作用叠加规律，为超分子方剂

学研究内容。据此解决中药复杂体系作用模式解析

问题。 

整合上述 9 个方面，将创立起以超分子化学宏

观状态函数定量、微观定性为基石“理”“法”“方”

“药”齐备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 

4.10  中医临床诸学科的现代化 

以已现代化的中医药学科理论的研究方法为基

础，针对中医临床诸科病因与病机、治则与治法、

遣方用药规律、预防转归，结合现代循证医学、统

计学、群体医学、现代诊疗设备的科学原理，展开

以人体超分子“印迹模板”及其运行规律为核心的

正常、病理和治疗干预条件下的宏观脏象数学状态

函数表征，微观物质“印迹模板”“气析”运行规律

研究，并与动物病证模型、诊疗仪器研制关联，建

立起证候物质运行规律明确、宏观能定量表征、仪

器可测定、动物可表征的内、外、妇、儿等诸科的

中医临床诊疗及基础研究方法和技术体系[6-8]，实现

符合中医临床治疗、评价与管理要求的现代化。据

此解决提高中医药核心竞争力的临床疗效评价创新

方法与技术的难题。 

4.11  中药学诸学科的现代化 

以已现代化的中医药学科理论的研究方法为基

础，展开中药学诸二级学科，如中药药剂学[31]、中

药炮制学[32]、中药药理学[16]、中药资源学[33]、中药

鉴定学[34]、中药制剂分析[35]的超分子“印迹模板”

自主作用规律研究，结合机械学、信息学、人工智

能等原理，实现中药材种植栽培、加工炮制、制剂

生产、临床应用全方位的制药与用药现代化和智能

化。解决高品质中药生产关键技术、中药智能制造

关键技术装备的难题。因此，高品质中药生产关键

技术与中药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不能单独成为中

医药工程技术难题。 

至此，中医药学科现代化的理论、方法与技术

体系及实施的方案、路线图就非常清晰地构建和绘

制出来了，创立以生物超分子化学理论为基础，以

人体的超分子“印迹模板”“气析”理论为核心，与

中药及其外源性生物体作用的中医药超分子化学理

论、方法与技术体系，实现对中医药理论起到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的作用。 

5  结语 

作为以单物质属性研究擅长的西医将在中医药

理论现代化中进行融合，形成新的医学体系：既体

现单分子特征化学属性，又体现多分子的超分子化

学表观属性的新医学理论体系，实现宏观用印迹化

学动力学、热力学表征分子社会学科属性与微观用

“印迹模板“结构作用规律表征的自然学科属性的高

度的统一。同时，由若干个相互独立成分而组成的

化药所产生多种“印迹模板”的生物超分子作用，

可视为中医药的超分子“气析”作用而融入到的组

分中药超分子理论体系之中，实现生物型中药与化

学型药物研究在超分子作用理论体系层面的统一。 

尽管上述只有少部分得以验证，多为推论与假

说，尚需进行实验验证。但以目前已知的超分子化

学理论而言就足以预言上述推断的正确性，更何况

还有中医药几千年用药基础理论与之如此吻合，特

别是有 2020 年中医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中的优势作用相佐证[36]。因此，目前中医药现代

化面临着历史难得机遇，单成分论的西方学者们还

在排斥中医药学说，没有意识到超分子化学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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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论结合所蕴藏的巨大作用。但随着中医药理论

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的提出，各行各

业对中医药现代化有了更深的认识，笔者坚信中医

药理论与超分子化学迟早会系统地融合而出现在国

内外，这是其学科属性所决定的。 

因此，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可破解中医

药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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