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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归纳总结了“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现象的历史沿革和研究现状，运用超分子“印迹模板”理论对“同源异效”中药

用药现象进行深入剖析：中药与人体都是生物巨复超分子体，中药成分作为客体进入人体后产生药效，其作用本质遵循超分

子“印迹模板”自主作用规律，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印迹模板”产生相同（相似）的药效，反之亦然。中药“同源异效”

现象是由其入体后的客体“印迹模板”差异程度决定。以中药超分子“印迹模板”自主作用规律为基础，阐明“同源异效”

中药的超分子作用机制，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助力“同源异效”中药开发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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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search status of drug use phenomenon of “homologous and different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and drug use phenomenon of “homologous and different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analyzed by supramolecular “imprinted template” theo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uman body are 

biological giant supramolecular bodi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as objects enter the human body to produce efficacy. 

The essence of their action follows the autonomous action law of supramolecular “imprinted template”. The same (or similar) 

“imprinted template” produces the same (or similar) efficacy, and vice versa. The phenomenon of “homologous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determined by the difference of “imprinted template” of the object after its entry.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 of 

supramolecular action of “homologous and different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elucidated based on autonomous 

action law of “imprinted templa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pramolecular,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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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异效”现象是指来源于同一药用植物，因

入药部位、成熟程度、炮制方法等因素不同而为不

同饮片的现象。中医古籍中素有“同源异效”中药

用药现象、“取象比类”入药传统的记载，并保留了

大量“同源异效”中药的基原、药性、药效等信息，

为后人进行本草考证留下了重要的线索。近年来，

随着“同源异效”用药现象研究的持续深入，该领

域的相关报道不断增加，学者们主要通过本草考察、

物质基础研究等方式试图解释“同源异效”中药的

作用机制。但其机制在目前的药理学理论中尚未得

到系统的阐明，其规律仍需要把宏观上的中医药基

础理论同微观机制结合起来研究与总结。本课题组

一直致力于将超分子化学应用于中医药理论的研究

中，并取得突破性进展[1-5]，发现“同源异效”作用

机制可初步应用超分子化学理论来诠释：中药与人

体都属于由超分子自识别、自组织、自组装、自复

制而成的生物巨复超分子体，中药成分作为客体进

入人体后中药“印迹模板”群在“气析作用”下与

拥有相似的空间孔穴通道“靶点”相互作用，其作

用本质遵循超分子“印迹模板”自主作用规律，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印迹模板”作用群对经络脏

腑产生相同（相似）的药效，反之亦然。基于体内

超分子“印迹模板”特征，当“同源”成分进入体

内，经代谢后，其体内成分客体“印迹模板”相似

或相异程度决定了其产生“同效”或“异效”的结

果。本文主要对“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现象的历史

沿革、本草考证及其用药规律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并阐明其超分子机制，对于推动“同源异效”中药

的深度研究，提升质量控制水平，促进产业化，具

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  “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现象历史沿革 

“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现象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记

载，系秦汉历代医家所撰的《名医别录》[6]中共列出

“同源异效”中药 27 种，如泽泻根、泽泻叶、泽泻

实，远志根、远志叶，牡荆实、牡荆叶、牡荆茎，

天雄、附子、乌头、侧子，蒲黄、香蒲，柏木、柏

实、柏叶、柏白皮，大枣、枣叶，松节、松叶、松

实、松脂、松根白皮，桃实、桃核仁。并列出它们

不同的功效，如“泽泻根主补虚损、五劳……叶（泽

泻）主治大风，乳汁不出……实（泽泻）主治风痹、

消渴”。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医药学也取得了

较大的成就，如唐朝的《新修本草》[7]中共列出“同

源异效”中药 100 余种，进一步扩充了“同源异效”

中药，如皂荚、皂角，榆皮、榆叶，薏苡仁、薏苡

根，桃肉、桃核仁、桃胶、桃毛、桃皮、桃枭，楝

实、楝根，瓜蒌实、瓜蒌根，槐实、槐枝，鹤虱、

天名精，橘皮、橘柚，石榴根、石榴皮，鼠李、鼠

李根皮，酸枣、酸枣仁，郁金、姜黄，白荷、藕实

茎，柳桂、牡桂，枫柳皮、枫香脂，冬瓜、冬瓜子，

李根、李核仁，水蓼、蓼实，木瓜、木核，吴茱萸、

吴茱萸根，五加、五加皮等。唐朝官员们秉持着“《本

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考

其同异，择其去取”的原则对药物产地品种进行实

地调查，澄清了之前本草著作中药物的名称、基原

等信息的谬误，对“同源异效”中药合理用药有一

定的帮助。该书同样还收载了更多民间广泛使用的

外来药物，其中部分药物同样也属于“同源异效”

中药，如郁金、姜黄，石榴根、石榴皮等。 

宋金元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快速发

展，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广泛应用，“同源异效”中药

用药理论也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宋代唐慎微编著

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8]在《唐本草》的基础增加

了更多的“同源异效”中药，其中共列出“同源异

效”中药 200 余种，如椿荚、椿木叶，钓樟根、钓

樟根皮，耳实、耳实叶，棘刺、棘刺花，梅实、梅

核仁，木兰花、木兰皮，酸枣、酸枣仁，枳壳、枳

实，茱萸根、茱萸皮，梓白皮、梓叶等。另一方面，

在该时期医学家们开始对中药“同源异效”用药现

象及用药规律进行论述，如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

医学家李东垣在《珍珠囊补遗药性赋》[9]中所述：

“头（当归）止血而上行，身（当归）养血而中守，

尾（当归）血而下流，全（当归）活血而不走”；他

在《用药法象》曰：“凡药根有上、中、下，人之身

半以上则用头；在中则用身；身半以下则用梢。药以

头、身、梢，分为上、中、下。用者比类象形也”。 

明清时期“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理论的研究达到

了一个高潮。明代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10]共列

出“同源异效”中药 300 余种，如蕨、蕨根，藜、

藜茎，芋头、芋茎叶、芋梗，百合根、百合花、百

合子，山丹根、山丹花、山丹蕊，萱草苗花、萱草

根，黄瓜、黄瓜叶、黄瓜根，薏苡仁、薏苡根、薏

苡叶等，并考证了每种药物的基原、名称、产地、

炮制方法及将不同部位的“同源异效”中药分类到

一起。他还对“同源异效”中药用药规律进行了阐

述，曰：“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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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凡根之在土中者、半身以

上则上升、半身以下则下降、虽一药而根梢各别、

用之或差、服亦罔效”。其他学者也在其各自的著作

中阐述了“同源异效”用药规律，如清代程杏轩在

《医述》[11]所述：“有因质相同者：如药之头入头；

干入肢；皮入皮”。清代陈士铎在《本草新编》[12]论

述“或问麻黄发汗，而麻黄根节止汗，何也？此一

种而分两治者”。清代吴仪洛在《本草从新》[13]总结

了“同源异效”中药与药性、药效的联系，“药之为

枝者达四肢；为皮者达皮肤；为心、为干者，内行

脏腑。质之轻者，上入心肺；重者，下入肝肾。中

空者发表；内实者攻里。枯燥者入气分；润泽者入

血分。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也”。 

到了近代，随着中药化学、药物分析、药理学

等学科迅猛发展，学者们加强了对“同源异效”中

药的开发力度，“同源异效”中药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笔者对《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中华本

草》等[14-16]工具书中进行统计，共计“同源异效”

中药 800 余种。同一基原植物仅有 1 个药用部位的

称为单部位品种，而有 2 个以上药用部位的称为多

部位品种，历版《中国药典》收载中药材的单部位

和多部位的数量大体都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且多部

位的数量在《中国药典》2015 年版达到 83 种[17]。另

外，有学者研究历版《中国药典》中同基原多部位

的变迁规律时，对其变迁因素总结为 2 点，因毒效

有异与中药材资源综合利用或野生资源濒危而发生

部位变迁，如《中国药典》1985 年版规定细辛全草

入药，但后来研究表明由于细辛茎叶含有马兜铃酸毒

性成分，而其根及根茎不含该类成分，因此《中国药

典》2005 年版规定细辛入药部位为根及根茎[17-18]，又

如因中药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或野生资源濒危导致用

药部位变迁，《中国药典》1995 年版增加人参新的

入药部位为人参叶，《中国药典》2005 年版增加山

楂新的入药部位为山楂叶，杜仲新的入药部位为杜

仲叶，荆芥新的入药部位为荆芥穗，《中国药典》2010

年版增加桃新的入药部位为桃枝，《中国药典》2015

年版增加茯苓新的入药部位为茯苓皮等。 

总之，中药“同源异效”最开始的本义是源于

四时采收中药不同部位时的功效相异现象，是人们

根据中药不同部位的临床功效反推的“取象比类”

归纳总结，根源于中医临床实践经验，其产生被古

人赋予了“取象比类”的功能，具有中医辨证思维

的特点。中医观点认为中药“同源异效”现象不仅

是“根、茎、叶、花、实、子”的其类相从，而且

还是“药之头入头；干入肢；皮入皮”的因质相同。

古人先总结这种普遍的用药依据，再进一步分析判

断每味具体的中药不同部位药效的异同，最终以临

床疗效为根本依据。但由于古人缺乏先进的科学技

术，“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现象的认知还是有局限的，

仅是主观的在宏观上感受药物是如何作用于人体，

往往忽略了微观理性的升华，缺少客观的实验评价

方法和指标。因此，本文旨在用超分子化学理论阐

明“同源异效”现象的微观化学物质作用理论，研

究中药成分群与经络脏腑的“印迹模板”的作用关

系，推进中医药理论现代化。 

2 “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现象的研究现状 

2.1  本草考证是“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的重要依据 

1963 年本草学家谢宗万[19]首次提出，本草考证

的目标是对历代本草所收载的药物从品种方面加以

考证，找出古人药用的正品。目前，本草考证被定

义为基于历代本草文献的研究、对历代文献记载药

物的名称、产地、性状、气味、药性等内容进行分

析、对比、考证，从而厘清药物正品、次品、伪品

等复杂品种的用药史实[20]。 

“同源异效”中药的开发，包括在某种本草中发

掘因成熟程度、炮制方法、入药部位等因素导致不

同功效的中药。“同源异效”中药从发现、推广到受

到医生、患者的认可，首先要进行本草考证：（1）考

证“同源异效”中药基原、名称、产地和炮制方法

等以确定是否满足“同源”的条件，在“同源异效”

中药之间深入挖掘它们之间“同源”的联系。（2）考

证“同源异效”中药性状、气味、药性和功能主治

等的差异，比较“异效”的程度，为其物质基础研

究提供助力。 

根据中药的基原、炮制方法是否满足“同源”

和“异效”的条件可以判断是不是属于“同源异效”

中药，若不满足“同源”或“异效”的条件则不属

于“同源异效”中药。从基原考证时，如紫珠叶与广

东紫珠、大叶紫珠、裸花紫珠，名称上看似是“同

源异效”中药，但是其基原不同，紫珠叶为马鞭草

科植物杜虹花的干燥叶，广东紫珠、大叶紫珠、裸

花紫珠分别是马鞭草科植物广东紫珠、大叶紫珠、

裸花紫珠的干燥茎枝和叶[21]，因此不属于“同源异

效”中药；又如有学者考证后，蜂房是胡蜂科昆虫

果马蜂、日本长脚胡蜂或异腹胡蜂产生的巢[22]，它

同蜂胶（意大利蜂）、蜂蜡（中华蜜蜂或意大利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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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中华蜜蜂或意大利蜂）的基原不一样，也不

能算成“同源异效”中药；此外，一种中药及其人

工合成替代品也不属于“同源异效”中药，像人工

牛黄（人工合成的）和牛黄（来自牛科动物牛的干

燥胆结石，天然的）之间也不属于“同源异效”中

药，因为它们的基原不相同[23-24]。只是通过简单的

加工方法得到的中药也不属于“同源异效”中药，

如龟甲、龟甲胶不属于“同源异效”中药，因为龟

甲胶只是龟甲经水煎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没有

在其中添加辅料，本质上只是精制，并没有改变其

药性、药效[25]，像滑石、滑石粉，鹿角和鹿角胶、

鹿角霜等均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它们也不属于“同

源异效”中药。另外，《中国药典》中有很多中药的

基原本就是多部位的，也不属于“同源异效”中药，

如儿茶（去皮的枝和干）、九里香（叶和带叶嫩枝）、

三七（根和根茎）、土荆皮（根皮或近根树皮）、千

里光（地上部分）等，它们的药效被认为是没有差

异的。尽管三七主根、剪口（根茎）、支根可以通过

模式识别分辨出不同部位，但是它们的高效液相色

谱法（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指纹图谱有着极高的相似度（0.994～

1.000），难以体现 3 者间的差异[26]。 

因此，本草考证是鉴定“同源异效”中药的重要

依据，通过本草考证，能够厘清“同源异效”品种的

用药史实，给“同源异效”中药的开发提供支撑。 

2.2  “同源异效”中药的分类及用药规律 

“同源异效”中药主要包括 3 种情况：不同部位

且不同功效中药、同一部位不同成熟程度且不同功

效的中药、同一部位炮制前后且不同功效的中药。

《中国药典》2020 年版[27]列出常用中药 614 种，共

有“同源异效”中药 128 种（53 组“同源异效”中

药），占比 20.85%，其中不同部位且不同功效中药

有 37 例；同一部位不同成熟程度且不同功效的中

药有 5 例；同一部位炮制前后且不同功效的中药有

19 例，“同源异效”中药主要以不同部位且不同功

效中药为主。 

“同源异效”中药间既具有相似的化学组成，但

又有各自的特性，决定了它们的一些功能相似，但

各有其特殊性。“同源异效”中药异效的程度是存在

差异的，其中大体可以分为 2 类，第 1 类是“同源

异效”中药功效相近，即其“异效”的程度不大。

如人参、人参叶同属补气药，均能补气、益肺、生

津[28]；杜仲、杜仲叶同属补阳药，均能补肝肾、强

筋骨[29]；山楂、山楂叶同属行气散瘀药，均能行气

散瘀、化浊调脂[30]；合欢皮、合欢花同属养心安神

药，均能解郁安神[31]等，以上都属于不同部位且不

同功效中药。枳壳、枳实和青皮、陈皮同属理气药，

以上都属于同一部位不同成熟程度且不同功效的中

药。又如甘草、炙甘草，红芪和炙红芪和黄芪、炙

黄芪同属补气药，它们又属于同一部位炮制前后且

不同功效的中药。第 2 类是“同源异效”中药功效

相异，即其“异效”的程度较大。如麻黄、麻黄根，

麻黄属于辛温解表药，能发汗散寒，而麻黄根属于

固表止汗药，用于自汗、盗汗[32]；又如枸杞子、地

骨皮，枸杞子属于补血药，能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而地骨皮属于清退虚热药，能凉血除蒸、清肺降火[33]，

以上均属于不同部位且不同功效中药。如地黄和熟

地黄，地黄属于清热凉血药，而熟地黄属于补血药，

能补血滋阴、益精填髓；又如绵马贯众、绵马贯众

炭，绵马贯众属于清热解毒药，兼具驱虫的功效，

而绵马贯众炭属于凉血止血药，能收敛止血，以上

均属于同一部位炮制前后且不同功效的中药。 

通过古今医案云平台[34-35]检索每味药的入药频

次，以及列在古代医案、现代医案和名医医案的分

布频率，结果见表 1。名医方中没有使用过的有山

楂叶、杜仲叶、草乌叶、蜂蜡、蜂胶、枫香脂、红

芪等。现代医案“同源异效”中药用药频率中大于

古代医案用药频率的中药数有 84 种，其中古代医

案没有使用的药物有 13 种；古代医案“同源异效”

中药用药频率大于现代医案用药频率的中药数有

32 种，其中现代医案未用的有 4 种；通过比较这 2

种情况，可以推断，随着药理、毒理研究的实质性

进展，大部分“同源异效”中药在现代医方的用药

频率增加。 

学者们通常对不同部位的“同源异效”中药用

药现象持有的看法是花、叶、枝、皮等质轻的药物

大都为升浮药，像菊花、番泻叶、桂枝、杜仲等，

它们一般性温、热，味辛、甘，具有升阳发表、祛

风散寒、开窍等功效，通常被用于在上、在表的病

位或病势下陷类疾病的防治。花、叶、枝、皮往往

因含有芳香性挥发油类成分而产生升浮的特性，如

原儿茶酸、香豆素、肉桂酸、桂皮醛、桂皮醇、2-甲

氧基肉桂酸和 2-甲氧基桂皮醛可作为桂枝的质量标

志物，桂皮醛可作为肉桂的质量标志物[36-37]。而种

子、果实、根（茎）等质重的药物大多是沉降药，

如瓜蒌子、山楂、大黄等，一般性寒、凉，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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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药典》2020 版收录的“同源异效”中药 

Table 1  “Homologous different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luded by Chinese Pharmacopoeia of 2020 edition 

编号 名称 入药部位 入药频次  现代医案频率/% 古代医案频率/% 名医医案频率/% 

 1 人参 根和根茎 12 622  79.75 16.24  3.05  

人参叶 叶 47  80.85 — 17.02 

 2 山楂 成熟果实 10 794  71.99 19.33  5.91  

山楂叶 叶 —  — — — 

 3 车前子 种子 4706  60.11 25.35 10.62  

车前草 全草 1119  72.83 12.24  9.56 

 4 合欢皮 树皮 2826  80.54 12.35  5.02  

合欢花 花序或花蕾 967  83.66  7.86  6.93 

 5 杜仲 树皮 6600  57.08 31.20  7.36  

杜仲叶 叶 1 100.00 — — 

 6 忍冬藤 茎枝 1318  61.68 22.84 12.75  

金银花 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8148  42.22 42.88 12.15 

 7 板蓝根 根 1183  67.29 11.41 15.81  

大青叶 叶 693  65.51  5.34 24.24 

 8 珍珠 珍珠 2127  62.58 21.53 11.61  

珍珠母 贝壳 1595  74.42  7.90 13.17 

 9 荆芥 地上部分 4306  48.82 38.04 10.82  

荆芥穗 花穗 615  36.91 52.68  9.92 

 荆芥炭 荆芥的炮制品 407  39.07 37.35 20.93 

 荆芥穗炭 荆芥穗的炮制品 17  94.12  5.88 — 

10 草乌 块根 453  64.90 22.08 10.82  

草乌叶 叶 — — — — 

 制草乌 草乌的炮制品 150  88.00  1.33 10.00 

11 茯苓 菌核 43 622  50.72 39.17  7.59  

茯苓皮 菌核外皮 1733  26.31 63.13  6.69 

12 枳壳 未成熟果实 12 848  54.54 34.24  8.66  

枳实 幼果 9372  47.59 43.80  5.91 

13 厚朴 干皮、根皮及枝皮 9632  57.78 31.65  7.94  

厚朴花 花蕾 2049  78.82  9.96  7.37 

14 莲子 成熟种子 2211  54.55 34.92  8.01  

莲子心 成熟种子中的幼叶及胚根 723  68.05 21.44  8.30  

莲房 花托 1844  79.07 10.95  5.75  

莲须 雄蕊 345  37.68 53.33  6.96  

藕节 根茎节部 2704  65.83 23.37  6.95  

荷叶 叶 2664  27.74 59.98 10.51 

15 桃仁 成熟种子 9812  59.19 26.71 10.82  

桃枝 枝条 31   6.45 58.06 12.90 

16 桑叶 叶 5481  24.61 68.22  5.16  

桑白皮 根皮 4030  49.26 38.93  7.39  

桑枝 嫩枝 2073  35.26 53.26  9.31 

 桑椹 果穗 673  70.43 14.41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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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编号 名称 入药部位 入药频次 现代医案频率/% 古代医案频率/% 名医医案频率/% 

17 麻黄 草质茎 6330  60.85 26.79  9.19  

麻黄根 根和根茎 368  75.82 15.49  6.79 

18 鹿角 已骨化的角或锯茸后翌年春季脱落

的角基 

3160  53.96 34.02 10.09 

 

鹿茸 未骨化密生茸毛的幼角 779  16.17 80.36  2.70 

19 紫苏子 成熟果实 724  80.94  9.12  8.29  

紫苏叶 叶（或带嫩枝） 2290  55.20 31.09  9.26  

紫苏梗 茎 3030  54.52 32.67  9.37 

20 槐花 花及花蕾 1233  39.25 40.15 17.92  

槐角 成熟果实 150  30.00 57.33  8.67 

21 蜂蜡 分泌的蜡 3 100.00 — —  

蜂蜜 酿的蜜 381  60.10 19.69 12.60  

蜂胶 工蜂形成的具有黏性的固体胶状物 6 100.00 — — 

22 青皮 干燥幼果或未成熟果实的果皮 4595  29.71 64.13  4.83  

陈皮 成熟果皮 21 498  57.90 31.27  8.03  

橘红 外层果皮 4986  13.72 81.45  4.09  

橘核 成熟种子 936  38.68 49.25  9.19 

23 丁香 花蕾 1156  26.21 66.09  6.23  

母丁香 近成熟果实 18   5.56 72.22 22.22 

24 大腹皮 果皮 2848  38.62 47.58  9.83  

槟榔 成熟种子 2941  39.61 50.70  6.87 

25 地骨皮 根皮 3091  48.79 38.40  8.90  

枸杞子 成熟果实 8504  51.25 35.23 10.20 

26 诃子 成熟果实 885  55.03 31.07  7.80  

西青果 幼果 78  55.13 20.51 23.08 

27 益母草 地上部分 3196  73.87  6.98 13.33  

茺蔚子 成熟果实 838  37.11 45.35 14.68 

28 侧柏叶 枝梢和叶 14 428  46.80 42.28  8.37  

柏子仁 成熟种仁 2820  52.98 38.94  5.53 

29 何首乌 块根 6434  61.87 24.99  9.34  

首乌藤 藤茎 943  85.90  5.83  5.62 

 制何首乌 何首乌的炮制品 393  83.21  3.05 13.49 

30 木通 藤茎 6494  27.26 64.29  6.36  

预知子 近成熟果实 550  76.55  2.36 19.27 

31 白果 成熟种子 425  69.18 14.59 10.35  

银杏叶 叶 63  82.54  3.17  6.35 

32 皂角刺 棘刺 1515  73.07  9.77 14.52  

猪牙皂 不育果实 53  32.08 49.06 16.98  

大皂角 成熟果实 20  15.00 75.00 10.00 

33 金沸草 地上部分 89  37.08 57.30  1.12 

 旋覆花 头状花序 2694  36.30 55.83  6.35 

34 苦楝皮 树皮和根皮 23  47.83 34.78  4.35 

 川楝子 成熟果实 3755  51.74 32.94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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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编号 名称 入药部位 入药频次 现代医案频率/% 古代医案频率/% 名医医案频率/% 

35 瓜蒌 成熟果实 6546  52.37 36.14  8.28  
瓜蒌子 成熟种子 97  72.16 22.68  4.12  
瓜蒌皮 成熟果皮 3575   62.38 28.84  5.34  
天花粉 根 2904  53.79 34.30 10.19 

 炒瓜蒌子 瓜蒌子的炮制品 2 100.00 — — 

36 郁金 块根 11 140  55.65 35.45  6.67  
片姜黄 根茎 807  43.49 35.44 18.96  
姜黄 根茎 14 652  57.93 31.93  7.43 

37 路路通 成熟果序 1391  69.02 13.80 11.72  
枫香脂 树脂 — — — — 

38 松花粉 花粉 12  66.67 33.33 —  
油松节 瘤状节或分枝节 71  40.85 52.11  7.04 

39 川乌 母根 747  63.19 26.91  7.76  
附子 子根的加工品 10 219  41.17 50.50  6.54 

 制川乌 川乌的炮制品 411  82.00  3.89 10.70 

40 桂枝 嫩枝 17 100  57.98 30.55  2.64 

 肉桂 树皮 6668  47.00 42.43  8.55 

41 干姜 根茎 9894  50.59 38.62  8.59 

 炮姜 干姜的炮制品 3420  31.23 60.56  6.29 

42 大蓟 地上部分 28 740  22.18 70.05  6.04 

 大蓟炭 大蓟的炮制品 9  77.78 11.11 11.11 

43 天南星 块茎 176  76.14 16.48  6.25 

 制天南星 天南星的炮制品 44  93.18 —  6.82 

44 巴豆 成熟果实 292   5.82 89.73  3.77 

 巴豆霜 巴豆的炮制品 37  13.51 83.78  2.70 

45 甘草 根和根茎 50 351  59.42 28.84  8.67 

 炙甘草 甘草的炮制品 17 942  68.59 19.17  9.52 

46 石膏 石膏 7132  35.68 53.80  9.06 

 煅石膏 石膏的炮制品 68  27.94 63.24  8.82 

47 半夏 块茎 167  68.26 14.97 14.97 

 法半夏 半夏的炮制品 5445  75.74 12.47  9.11 

 姜半夏 半夏的炮制品 3495  66.41 23.60  8.33 

 清半夏 半夏的炮制品 3861  83.42  6.48  5.83 

48 地黄 块根 6848  76.78  8.03 13.43 

 熟地黄 生地黄的炮制品 4741  78.04 11.58  8.84 

49 红芪 根 22 100.00 — — 

 炙红芪 红芪的炮制品 1 100.00 — — 

50 栀子 成熟果实 6495  64.28 23.83  8.98 

 焦栀子 栀子的炮制品 525  70.10 16.19 11.43 

51 黄芪 根 23 469  70.76 14.75 10.35 

 炙黄芪 黄芪的炮制品 2232  72.04 15.82 10.22 

52 绵马贯众 根茎及叶柄残基 392  58.42 28.06 10.97 

 绵马贯众炭 绵马贯众的炮制品 — — — — 

53 马钱子 成熟种子 143  75.52  4.90 18.18 

 马钱子粉 马钱子的炮制品 24  62.50 —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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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咸、涩，它们通常被用于在下、在里的病位或

病势上逆类疾病的防治，往往具有泻下、清热、降

逆、收敛等功效。种子、果实、根（茎）往往因含

有生物碱、萜类、甾体、黄酮和多糖类等成分而产

生沉降的特性，如栝楼皮的主要有效成分为黄酮类、

氨基酸等；栝楼籽主要含有萜类、甾醇类等成分；

天花粉主要含蛋白质、萜类、多糖等成分[38]，这些

成分相对挥发油类的成分质量更大，表现为沉降性。

有研究也表明了“同源异效”中药不同入药部位的

活性作用群和作用机制存在显著性的差异，李德龙

等[39]基于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研究桑不同入药部

位防治糖尿病的活性作用群和作用机制的结果表明

桑的不同入药部位主要有 11 个差异活性成分以及

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8、α-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

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白细胞介素-6、过氧化

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等 32 个核心靶点，其不同

入药部位防治糖尿病的化合物种类及其作用靶点具

有明显差异，尤其桑椹与桑枝在防治糖尿病方面可

能作用的途径差异较大，这与各部位性味归经相符。 

而成熟程度对“同源异效”中药的药性药效也

有影响，药用动物、植物随着成熟的程度，产生代

谢产物的种类和含量也有差异，导致了其产生“异

效”。像枳实和枳壳 2 种常用理气药就是由于成熟

度差异区分的，枳实为 5～6 月自落幼果，枳壳为 7

月未成熟、果皮尚绿的果实。随着采收时间的延长，

酸橙果实中各化学成分含量最终呈现下降的动态变

化规律[40]。又如青皮、陈皮，分别为幼果或未成熟

果皮、成熟果皮，研究表明它们的有效成分含量存

在差异，且体内的药物代谢也存在差异[41-42]。 

药物炮制后“升降浮沉”会发生变化：酒炒则

升，姜炒则散，醋炒收敛，盐炒下行。如甘草和炙

甘草（蜜炙法炒甘草），“非中满所宜也凡不满而用

炙甘草为之补，若中满而用生甘草为之泻”，有学

者对干草炮制前后成分变化进行了分析，甘草药材

及其炮制品炙甘草化学成分存在变化，醇溶性浸出

物及甘草素可作为炙甘草炮制前后质量评价的关

键性指标，甘草皂苷 G2、甘草酸、甘草素、甘草

苷、异甘草苷、芹糖甘草苷和异甘草素可作为甘草

潜在的质量标志物[43-44]。 

表面上看“同源异效”中药用药现象是由于不

同部位、成熟程度、炮制方法等因素而产生的异效，

而实际上“同源异效”中药间既具有相似的性味功

效，又有各自的特性，决定了它们的一些药效相似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它们的一些功能和作用是类似

的），但其功能主治往往又各有其特殊性。尽管学

者们对“同源异效”中药的物质基础进行了诸多研

究，但迄今对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忽视了将微

观机制与宏观中医药理论相结合，“同源异效”中

药用药规律可由超分子“印迹模板”自主作用规律

诠释。 

3  “同源异效”中药用药规律可由超分子“印迹

模板”自主作用规律诠释 

3.1  超分子化学理论 

法国科学家 Lehn[45]最先提出，由化学与生物

学、信息学、生命科学等多门学科交叉构成的超分

子化学是以配体为主体、络合物为客体的主客体化

学，亦称表观化学。分子化学是以分子为研究对象

原子之间通过化学键作用形成分子的化学；而超分

子化学是以多个分子通过弱的分子间非共价键的相

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研究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科学。超

分子化合物是由主体分子和一个或多个客体分子之

间通过非共价键作用而形成的复杂而有组织的化学

体系[46-47]。 

3.2  超分子结构与作用的主要特征[1-5,48-50] 

超分子是主体与客体 2 部分分子组成的非成键

化合物，二者结合程度由构象决定；主体分子中存

在一定形状的孔穴，容纳与孔穴模板相同或相似小

分子，二者存在钥锁关系。主体分子可以环合生成

封闭孔穴，也可非环合聚合成开放孔穴，以螺旋状、

片状、胶束、纳米囊、细胞器及细胞等各种形式，

由小分子到大分子形成各种超分子聚集主体；细胞

是庞大超分子聚集主体体系，人体更是巨复超分子

聚集主体体系，包含了从单分子到各种超分子聚集

体的通道结构与印迹模板；各种层次的超分子主体

化合物以特定的孔穴模板相连，形成经络脏腑，组

织器管，能与相一致的模板小分子进行作用。超分

子的主体与客体结合后形成的超分子，会改变主客

体分子的性质，宏观上会表现出小分子在主体分子

中的迁移、理化性质的各向异性，同时主体分子的

理化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3.3  “同源异效”中药的超分子“印迹模板”理论

的诠释 

从超分子角度，人体内的生物单分子（如氨基

酸、嘌呤、嘧啶等）、大分子（如多肽、多聚核苷酸）

通过自组织、自组装、自识别与自复制组成一定功

能的超分子，以各种生物体小分子为模板分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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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单糖与核苷酸为功能单体合成印迹聚合物。

如参与的各种生化代谢反应酶合成、基于氨基酸的

蛋白质合成、基于葡萄糖的肝糖元合成等[48]。这些

合成的超分子主体又以亚单位合成巨大功能性超分

子主体，组成细胞器，再构成细胞，然后通过自我

复制分化成各种功能类型的细胞，联接形成器官组

织，最终构成整个人体。在这个多级的超分子主体

生成过程，母体超分子保留了子体超分子的“印迹

模板”，因此人体就是一个拥有各种层次“印迹模

板”，按一定的空间孔穴通道结构进行联接所形成的

巨复超分子体，即巨复印迹聚合物[48-50]。 

超分子“印迹模板”是在空间结构和结合位点上

能完全匹配的模板物，本质是 2 个或多个分子涉及

空间和能量匹配的作用过程，对中药成分来说既是

其分子的空间活性结构，也是活性原子团的空间排

列点阵，能从化学物质的本源上说明主客体分子的

普遍作用规律[48,51]。中药成分群便是这一超分子体系

的“印迹模板”聚集体。其糖类、氨基酸、蛋白质、

生物碱、黄酮、萜类、挥发油、甾体等有效成分群既

体现小分子“印迹模板”特性，又可通过复合、络合、

传荷等作用形成超分子；糖类、氨基酸、核苷酸又作

为功能单体合成超分子聚合物，亦组织结构[48-50]。因

此中药中各分子相互之间及与机体都能按“印迹模

板”形成生物超分子体而产生作用。 

以“皮入皮”为例，“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

皮，则腠理开”，而皮类中药往往含有发散作用较强

的芳香挥发油类“印迹模板”作用群，使清阳较好

的升散于腠理肌表，可进一步可阐述为皮类中药的

芳香挥发油类“印迹模板”作用群与皮肤上的印迹

聚合物空穴的识别位点结合后产生了药理作用。又

由于“四肢为诸阳之本”，而在枝类中药的芳香类挥

发油类“印迹模板”作用群的“清阳”作用强度一

般弱于皮类，如桂枝（肉桂之枝）“清阳”作用弱于

肉桂（肉桂之皮），但其能通经络，解散营分风寒，

较肉桂质轻、气清、味薄，这也印证了皮类中药和

枝类中药芳香类“印迹模板”种类和含量可能存在

着差异。超分子“印迹模板”是产生中医药基础理

论的微观物质基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印迹模板”

分子通道结构便构成了经络脏腑，具有与之相同或

相似的“印迹模板”中药分子便构成了中药有效成

分，中药有效成分与经络脏腑的印迹作用便形成了

中药药性理论和功效。 

“同源异效”中药的药性与药效变化程度取决于

主客体“印迹模板”变化程度。在前期研究中发现

如果“同源异效”中药指纹图谱总量统计矩、信息

熵及生物熵等存在显著性差异，则提示它们的“印

迹模板”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同源异效”中药之

间的药性药效可能存在差异。朱志飞等[52]运用段带

总量统计矩法和信息熵对桑枝、桑叶、桑白皮及桑

椹 4 味桑源药材的 HPLC 指纹图谱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在一定的时间段其总量二阶矩及信息熵有显著

性差异，说明 4 味桑源药材可能含有相同或相似的

成分但其含量与配比及其“印迹模板”整体特征可

能存在差异，未来可凭借色谱制备技术、分子印迹

实验及药效学实验来进一步阐明在段带区间其“印

迹模板”作用群种类、含量及中药组分与中药整体

药效之间的差异。 

“同源异效”中药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似的

和相异的“印迹模板”作用群，它们入血后在超分

子“气析”作用下与体内具有相同“印迹模板”空

间结构特征的经络脏腑结合产生印迹作用。而人体

内存在于自然界可沟通的代谢酶网络系统，中药各

成分在同一网络体系相互连通、交流、传递，单一

成分可代谢转变为多种代谢产物，原成分及代谢成

分呈相似的动力学模型，同一母核的有效成分衍生

物群在人体内可以相互抑制、加速及转化，所以中

药同一母核多衍生物成分在体内产生相似的代谢产

物与药效；而不同母核的有效成分群在巨大代谢酶

与效应网络系统中相差较大，传递较远，转化和调

控周期较长，所以不同母核多衍生物则在体内产生

不同的代谢产物及药效[53]。通过生物信息学和计算

生物学的生物网络拓扑学方法及拓扑指标，如特征

路径长度、聚集系数、网络直径、平均节点度、节点

度分布、网络密度等，可以表征中药药动学的“多成

分、整体、动态”网络特征[54-55]。本课题组在前期构

建了网络动力学数学模型[54-58]，为“同源异效”中药

的网络代谢动力学及药效学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另外，通过母核与母核代谢衍生物结构相似度

计算可以划分代谢类群，找到“印迹模板”群，对

于揭示“同源异效”中药的物质基础有着极大的意

义。在前期研究中本课题组发现通过计算原型产物

和代谢产物分子连接性指数（molecular connectivity 

index，MCI）能够找到它们的结构特点，再运用夹

角余弦法计算相似度表征其代谢产物之间的“印迹

模板”。周燕子等[59]基于体外代谢模型对鱼腥草挥

发油代谢产物通用客体“印迹模板”进行研究，结



·5738· 中草药 2021 年 9 月 第 52 卷 第 18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1 September Vol. 52 No. 18 

   

果表明共得到鱼腥草挥发油代谢产物 62 个，其中

共有成分 6 个，分别是十四烷、植烷、正癸酸、己

酸、乙酸异龙脑酯和正己醇，除乙酸异龙脑酯外，

MCI 与总体代谢产物相似度（0.914～0.964）较高，

说明这些共有成分在总体代谢产物中极具代表性，

可能是发挥药效的潜在成分。将非共有成分归类得

到 6 个成分群，其平均 MCI 与总代谢产物 MCI 的

相似度（0.939～0.999）均较高，然而各个成分群之

间的平均 MCI 相似度差异显著，可以发现每个成分

群内的结构总体相似，但各成分群之间又存在差异，

预示着各个成分群的独立性。综上所述，这 6 个成

分群能够代表鱼腥草挥发油代谢通用客体的“印迹

模板”，并为找出“同源异效”中药“印迹模板”提

供借鉴。 

人体经络脏腑的超分子主体与客体结合后形成

的超分子，会改变主客体分子的性质，宏观上会表

现出小分子在主体分子中的迁移、理化性质的各向

异性，同时主体分子的理化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主、

客体分子之间“锁钥关系”的特征可用特异性的“印

迹模板”作用群对人体特定脏腑、经络作用进行表

征。因此，用超分子化学“印迹模板”理论来研究

“同源异效”中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4  结语 

“同源异效”现象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名医

别录》，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古人们临床用药的归纳总

结，古人根据其临床功效反推了“取象比类”规律

并赋予“同源异效”中药“取象比类”的功能、具

有中医辨证思维的特点。“同源异效”中药主要包括

3 种情况：不同部位且不同功效中药、同一部位不

同成熟程度且不同功效的中药、同一部位炮制前后

且不同功效的中药，其中第 1 种情况占比最大。“同

源异效”用药现象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本草学考证

和其用药规律的研究。本草学考证可以凭借中药基

原、名称、产地和炮制方法等以确定是否满足“同

源”的条件，在“同源异效”中药之间深入挖掘它

们之间的“同源”的联系；考证“同源异效”中药

性状、气味、药性和功能主治等用药现象的差异，

比较“异效”的程度。而物质基础研究能够找到“异

效”的机制，更好的指导临床用药。 

尽管已经对“同源异效”现象进行了诸多研究，

取得了许多进展。但至今尚未系统地解释“同源异

效”中药用药现象，“同源异效”中药研究一般未能

把微观机制和宏观理论相结合起来，使得在临床上

的参考价值有限。而中医基础理论强调人体是由气

构成的，气也是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精、气、津、

液、血、脉，无非气之所化也”，人体是一个不断发

生着形气转化的升降出入气化作用的运动着的有机

体，这与超分子“印迹模板”自主作用理论在本质

上是殊途同归的。“同源异效”中药进入机体后在超

分子气析作用下析出“印迹模板”，通过“锁钥关系”

发挥作用，“印迹模板”是中药的物质基础，通过将

“同源异效”中药的指纹图谱进行加和，同时结合总

量统计矩分析法找出“同源异效”中药的“印迹模

板”，再基于网通虹势原理的网络代谢分析便揭示了

“同源异效”中药作用机制的异同。因此，超分子化

学“印迹模板”理论能够为“同源异效”中药的研

究提供新的思路，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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