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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蒙古族药（简称蒙药）药性理论是蒙药学的核心，是蒙医药阐释药物性质、功能和运用规律的特色理论。目前关于

蒙药药性研究较为缺乏，以及蒙药药性的记载模糊与缺失阻碍了蒙医药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成果可为其研

究提供参考。通过分析中蒙药性理论异同，归纳总结近 15 年中药药性理论研究进展，进而分析探索蒙药药性理论研究原则

与模式，以期为蒙药药性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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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Mongolian medicine’s property is the core of Mongolian pharmacy, and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 theory to 

explain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law of Mongolian medicine. At presen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proper ty 

of Mongolian medicine have been hindered due to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property of Mongolian medicine, and the vague and 

missing records of Mongolian medicine’s property.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propert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oretical study of property of Mongolian medicin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ory of 

proper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ngolian medicine were analyzed, and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ory of proper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ast 15 years were summarized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rinciples and models of theoretical 

study of property of Mongolian medicine,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dea and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ory of Mongolian 

medicine’s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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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医药学（简称蒙医药学）是蒙古族独特

的医疗科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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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是蒙药学的核心，是指导临床遣方用药的重

要依据。近年来，蒙药现代化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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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进步，但大多研究都集中在对蒙药化学成分

及药理作用研究方面，而对蒙药药性理论研究重视

和投入则不足，使其发展相对滞后。历代蒙医用药

经验的传承多为口传心授，较少文字记载，许多蒙

药的基原不明确，并在不同古籍文献中药性描述存

在分歧、甚至缺失，导致蒙医临床用药存在混乱现

象，其安全性、有效性也受到质疑。如在蒙医药界

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巴沙嘎”类蒙药材，有应用

记录的基原植物有 9 科 26 种，由于基原不同，其化

学成分、药理活性、性味、功效均存在差异，究竟

哪个品种的药性同古籍“巴沙嘎”描述相符而作为

其有效来源，均无从考证[1]。此外，由于认知差异或

是记载偏差，很多植物在蒙药中寒热药性描述相反，

如“巴沙嘎”类蒙药材中的主流蒙药闹羊花，《中国

药典》2020 年版[2]记载其性温，《中华本草》[3]记载

其药性则归属为平性，《内蒙古蒙药材标准》[4]中其

药性又记载为凉，其应用是否科学合理仍缺乏依据。

而目前蒙药药性归属仍处于实践经验的宏观理论判

别阶段，尚缺乏蒙药药性标准化的检测方法及客观

性证据阐释其理论科学内涵。这不仅限制了蒙药临

床合理安全应用，影响了资源开发与创新药物研制，

更严重阻碍了蒙医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探

索建立蒙药药性科学评价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手段阐释蒙药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已迫在眉睫。 

中医药学和蒙医药学均属于东方的传统医学范

畴，具有共同的传统东方哲学思想背景，但又各成

体系，别具特色，两者药性理论体系既有相似之处，

又有不同之点[5]。近年来，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6]，可为蒙药药性理论研究提供很好

的借鉴，尤其在某些理论共性方面。本文通过分析

中药和蒙药药性理论的异同，归纳总结近 15 年中

药药性理论重要成果，进而分析探索蒙药药性理论

的研究原则与模式，以期为蒙药药性理论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1  中药及蒙药药性理论研究 

1.1  中药药性理论的内涵 

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核心，

研究中药的性质、性能及其运用规律，是指导中医

临床用药的重要依据[7]。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是以

“阴阳五行”理论为指导，亦受地理自然生态环境的

影响，内容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毒

性、用药禁忌等。四气是指药物具有寒、热、温、

凉 4 种药性，它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

概括出来的，与所治疾病的寒热性质相对应；五味

即辛、甘、酸、苦、咸 5 种不同的药味，代表着药

物不同的功效和应用，是药物功能的重要标志；升

降沉浮是反映药物作用的趋向性，是药物作用性质

的重要体现；归经指每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对脏腑经

络有明显的选择性，即药物发挥作用的具体部位[8]。

其中四气或四性（寒、热、温、凉）是药性理论体

系的核心内容，是认识和说明药物作用的主要理论

依据之一[9]。 

1.2  蒙药药性理论内涵 

蒙药药性理论是蒙药学的核心，是蒙医药阐释

药物性质、功能和运用规律的特色理论。蒙药药性

理论可以总结概括为五源、六味、二力、八性、十

七效。其中五源（土、水、火、风、空）为药物之

本，六味、八性、十七效亦源于五源；六味泛指舌

头感觉到的某种味觉特性，对应不同功效，包括甘、

酸、咸、苦、辛、涩 6 种，是由五源在物体形成或

植物成长过程中复杂作用形成的；二力是对药物功

能的高度概括，指药物属性包括药物寒、热两性；

八性、十七效是指药物的性能、具体药理作用[8]；十

七效指蒙药对疾病具有 17 种功效，包含了八对的

对立属性，即寒-热、温-凉、干-稀、润-糙、轻-重、

稳-动、钝-锐、柔-燥及软；而八性是根据这 17 种功

效精选出来的，对药物医疗作用的高度概括，即重、

腻、寒、钝、轻、糙、热、锐 8 种[5]。蒙药药性理论

的形成是由“五源学说”为基础，“三根”学说为指

导，药物的生长因受五源的不同影响，各自衍生出

了不同的药性特征。受“三根”学术思想的指导，

蒙医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三根”（赫依、希拉、巴

达干）失调所致，临床以“药性克三根特性”为基

本治则。因而，蒙药药性与中药药性理论一样是指

导临床遣方用药的重要依据。 

1.3  中药药性理论与蒙药药性理论的异同点 

通过对中、蒙药药性的理论的梳理和分析，可知

两者在理论形成、基本特征、认识规律等方面有着共

通之处，也有不同之点。探究分析两者异同及内在联

系，对揭示蒙医药学理论科学内涵有重要启示作用。 

从 2 种理论体系的形成基础来看，都认为自然

界由阴、阳 2 大类物质及五行元素或五源构成，它

们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

之中[8]。且蒙医药的五源（土、水、火、风、空）与

中医的“阴阳五行”各要素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就

决定了中、蒙药药性理论必存在共通之处。中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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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内容中的四气、五味、归经，以及蒙药药性

理论中的五源、六味、八性、十七效，各理论体系

要素彼此之间均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体现了系

统的辨证关系，由此可见 2 种理论均具有辨证统一

和整体观的特点。另一方面从药性的本质来看，均

为药物功能的高度概括，临床并以其对抗疾病性质

为治则，以“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或以“药性克

三根”为理论指导。中药四气或四性包括寒、热、

温、凉，而寒为凉之甚，热为温之极，因而从本质

属性而言，可主要分为寒、热 2 大属性。同时寒热

辨证也为中医临床主要辨证纲领。蒙医体系中的三

根（赫依、希拉、巴达干）失调所致疾病的种类虽

然有多种，但本质上只有寒、热 2 类。三根中希拉

为一切热病的原因；巴达干为一切寒病的原因；赫

依有两面性，与两者均可结合而加重病情。由此可

见，“寒热理论”是中、蒙医学对一切病证本质的高

度概括，具有总纲的性质[8]。因而，蒙药学的药性与

中药四气相似，可高度概括寒、热 2 大范畴，临床

治则“药性克三根特性”与中医理论中“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有异曲同工之处。 

蒙医药在民族文化、宗教等背景下，经长期的

医药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

在对药物的认识方面独具特色，最终形成了独特的

药味理论。在药味内涵方面，虽然中、蒙药味都被

赋予了真实滋味的原味和反映功效的效味 2 种属

性，但表达形式却又有不同，蒙药药味除基本 6 种

单味即甘、酸、咸、苦、辛、涩，尚含复合味，是

指一种药材具有 2 种以上的味道，复合味有 57 种

（即 2 味复合味有 15 种，3 味复合味有 20 种，4 味

复合味有 15 种，5 味复合味有 6 种，6 味复合味有

1 种）。这种药味可组合性在蒙药药性理论中被明确

提出。另外，“药物消化”理论是蒙药区别于中药的

独特理论，分为胃三火生成之消化、以六味为主消化

和药物本能的消化 3 种。其内涵是指饮食或药物进

入消化道后，和胃三火（腐熟巴达干、消化希拉、调

火赫依）相互作用，致使药物原有的气味变化或不变

的结果，也称作药味的转化，该过程可视为蒙药的代

谢排泄过程[10]。蒙药的消化理论实则阐释了药物如

何在消化道中进行消化和分解，且已消化的药物如

何作用于机体的一种药性理论。另外，不同于中药，

蒙药不仅以味反映功效，尚含有性与效，八性是味的

属性，十七效是八性的扩充，其属性的确定均根据与

三根的对治。八性中重、腻 2 性克制赫依病证；寒、

钝二性克制希拉病证；轻、糙、热、锐 4 性能克制巴

达干的主要特性；反之，轻、糙、寒 3 性生赫依；热、

锐、腻 3 性生希拉；重、腻、寒、钝 4 性生巴达干。

十七效中克制赫依特性有软克糙、重克轻、温克凉、

腻克细、固克动等[11]。 

可见中药药性理论和蒙药药性理论在多方面具

有相似性，如药性的“整体性、辨证性”特点、疾

病本质的“寒热理论”、药性的本质属性、药味的认

识角度等，同时两者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

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等方面又有诸多差异，

如表 1 所示。基于两者的异同关系，需合理借鉴中

药药性理论研究方法，以建立符合蒙医药学理论特

点的蒙药药性研究体系。 

2  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医药研究的难点和

热点。近年来，诸多学者融汇多学科、多元化学术思

想，应用许多高端前沿科学技术，如生物组学、系 

表 1  中药药性理论与蒙药药性理论异同关系 

Table 1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ory of TCM property and Mongolian medicine property 

项目 中药药性理论 蒙药药性理论 主要异同比较 

形成基础 阴阳五行 五源 均具有对立统一、运动变化的特点 

意义（治则）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药性克三根 均为药性对治疾病，且疾病本质均为寒热属性 

组成要素 核心要素 四气 二力 本质均为寒热属性 

主要要素 五味 六味 均具有“原味”和“效味”属性；但组成要素、表达形

式不同；蒙药药性尚含 57 种复合味、药物消化理论 

升降浮沉 八性 功能作用均不同（升降沉浮、归经：药物发挥作用的趋向

性和具体部位；八性、十七效：味的属性，反映功效） 归经 十七效 

本质  药物功能的高度概括  

特点  整体观、辨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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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药理学等方法对其进行了多层次、多方法的研究，

并取得了许多成果，提出和建立了一系列新假说和

新方法，为阐释中药药性理论科学内涵提供了众多

实验依据，同时为蒙药药性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

借鉴。本部分内容从中药药性理论中与蒙药药性理

论具有较多共同之处的四气、五味方面着手，对近

15 年药性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汇总与解析，以

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蒙药药性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

借鉴与启发。 

2.1  四气研究 

中药寒热药性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内容，临

床上“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是中医主要治则。客

观准确辨析药物的药性，以治疗寒热相关疾病，对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医药学术发

展的关键问题。相比于其他属性，目前对中药的寒

热属性研究最多，其假说与技术方法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2.1.1  基于生物学效应的多层次、多角度研究  关于

中药四性的产生，《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认为药物“入

腹则知其性”，《素问》也曾提及“所谓寒、热、温、

凉，反从其病也”。由此，现代学者认为药性的寒、

热、温、凉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整体生物

学效应概括出来的，与所治疗疾病的寒热性质相对

应[9]。基于该生物学效应表达模式，众多学者提出

一系列假说，如肖小河等[12]提出“中医药（药性）

热力学观”，将生命体系视为复杂开放的热力学系

统，认为寒热药性是机体能量代谢与热活性的重要

反映；匡海学等[13]提出的中药性（气）科学内涵的

新假说，认为药性（气）是药物通过不同途径影响

机体物质能量代谢，而发挥药物疗效或发生不良反

应。这些理论从热力学或物质能量代谢等生物学效

应方面建立药性评价体系，并阐释其科学内涵。围

绕这些理论，学者们从细胞、动物等多层次、多维

度开展众多研究并证实了这些观点。多项研究发现

寒热证体征与机体热量、物质能量代谢、神经内分

泌功效网络系统等密切相关[14]，具有热（或温）性

的中药能够促进机体物质能量代谢，使动物交感神

经-肾上腺功能增强、兴奋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

而寒凉药则反之[15-16]。 

2.1.2  寒热药性物质基础研究  药味（性）是中药

的物质基础作用于人体疾病主体的不同层面、不同

方式的生物学效应表达形式。属性是物质的反映，

功效必然以物质为基础。明确中药性效物质基础是

阐释中药作用原理以及配伍规律、指导临床实践的

重要依据[17]。基于该观点的共识，国内许多学者提

出许多观点与假说，如中药四性“性-效-物质三元

论”假说[18]、“药性三要素”假说[19]、“药效团药性”

假说[20]、“效应-物质-靶标”假说[21]，这为药性研究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研究者在阐明药性物质基

础研究方面，做了众多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研究方向多着重于探索中药在体内发挥寒热药

性的物质基础，起作用的究竟是药物单体或有效物

质群，或入血成分，又或是药物作用于受体生成其

他物质而产生的药理作用。目前关于中药四性物质

的基础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1）对药性相

同的中药所含化学成分的共性研究。温性及热性药

大都含有挥发油类，有的热性药含剧毒类生物碱；

寒凉药的主要成分有皂苷、蒽苷、生物碱类等[22]。

（2）基于植物亲缘关系的相同药性和共性药理活性

中药的化学成分关联研究。研究者通过文献整理和

数据挖掘，在一定亲缘科属关系范围内建立中药药

性、药理效应、化学成分之间的关联规律，发现同

科属中药的药性相似。如热性，乌头属、带有哌啶

基和酯基的五元桥环烷烃间的关联性较强；寒性，

贝母属与带有 1 个羰基和 1 个哌啶的六元环三者之

间的关联性较强。而不同亲缘科属的植物药只要其

化学成分相近，其药性也有可能非常相近，如木兰

科八角茴香与伞形科的小茴香都含有反式茴香脑，

均属热性中药[23-24]。（3）中药所含无机元素、微量

元素、稀土元素对药性的影响。有关微量元素与寒

热药性的研究认为，寒热药性主要与铁、锰 2 种元

素的含量相关，温热药含锰量相对较高，而寒凉药

则铁含量高于温热药[25]。同时化学元素也具有四

性，释放电子、吸收能量的元素就是寒，相应的接

受电子、释放能量的元素就是热[26]。（4）中药初生

物质与药性的关系研究。初生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

糖类、脂肪及基因。研究发现，寒热药性与蛋白质[27]、

总糖[28]、游离脂[29]含量存在明显相关性，其在热性

药中含量均明显高于寒性药。此外，蛋白质种类及

其免疫原性也影响寒热药性[30]。另有研究表明热性

和温性中药可以激发基因组的活性、增强基因组的

演化功能、促进内分泌等；而寒性和凉性药物却恰

好相反[31]。 

2.2  五味研究 

2.2.1  基于“真实滋味”的五味研究  传统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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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入口则知味，入腹则知性”。可知五味最初

的定义源于人们对中药滋味、气味的实际感受。近

些年，基于“真实滋味”的五味评价主要评价模式

如下：（1）利用动物的口感评价对中药进行药味量

化与归属[32]。（2）利用模拟人体味觉细胞和嗅细胞

感知原理的电子仿生评价设备电子舌、电子鼻对中

药的味觉、嗅觉进行客观、量化的划分和表征[33]。

（3）利用药物与味觉受体、辛味药与嗅觉受体的相

互作用，进行药味评价[34]。目前已经发现的味觉相

关受体包括感知苦味的味觉受体第 2 家族、感知甜

味的味觉受体 1 型亚基 2 和 3、感知酸味的受体基

因 PKD2L1、咸味相关的上皮细胞钠离子通道受体

以及辛味相关的瞬间受体电位离子通道家族[35]。 

2.2.2  基于药理药效的五味研究  早期中药的性味

是指口尝的滋味，随着中医临床理论的发展逐渐演

变为以功效属性为主的抽象概念及内涵，如辛能散、

能行，甘能补、能缓、能和，酸能收、能涩，苦能

泄、能燥、能坚，咸能下、能软。研究者根据具体

药味的性、味、效的特点，通过相应的药效学实验

模型进行五味功效属性的归属。如辛热药物具有散

寒、温中、助阳之效，瞬间受体电位阳离子通道参

与冷热疼痛的感知，研究者则利用经皮给以辛热中

药，测定皮肤微血管功能，瞬间受体电位家族靶点

通道和能量代谢指标变化，量化辛热药性[36-37]。 

2.2.3  五味物质基础研究  五味描述中包含真实药

味（原味）和功效关联药味（效味）2 种内涵，味即

味觉对药物成分（分子）的感觉，又是药物成分对

机体药效反应的概括，因而必有其物质基础将味与

药物作用相联系起来。刘昌孝院士等[38]提出“药物-

五味-物质-效应-功用”的“五要素”现代中药药味

基础与应用研究模式，将物质基础视为建立味与效

关联的核心桥梁，而该物质基础是本味与效味的共

同体现，其确定要根据味觉感知细胞分子仿生模型

并结合中药五味药效界定原则建立五味评价模型和

指标。并且其复杂的化学物质群决定了中药性味的多

元性，要进一步采用液质联用等技术方法，对药物全

成分-组分群-类成分进行系统分离和化学表征，确定

五味的物质基础构成。在该研究模式指导下刘昌孝院

士课题组分别对咸味[39]、甘味[40]、苦味[41]、酸味[42]及

辛味[43]的味觉受体与表达、临床效用及物质基础进

行了阐述与归纳。 

基于中药性味复杂整体性，匡海学等[13]提出中

药性味的物质基础是可拆分、可组合性的理论，一

种中药味常具多种药味，如麻黄、吴茱萸味辛兼具

苦味；石膏、葛根味辛、苦等，但每种药味兼具功

效。在该理论指导下，其课题组将化学组分进行拆

分，以相应药效指标予以评价，探究效味与化学拆

分组分的关系，以阐明性味物质基础[44]。 

2.3  中药药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应用 

2.3.1  系统生物学在中药药性研究中的应用  中药

体系是一个多成分、多靶点的复杂体系。系统生物

学包括代谢组学、蛋白组学、转录组学等，它是研

究某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的构成，以及在特

定条件下，这些组成成分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因其

在方法学上具有集整体、动态、综合、分析于一体

的特点，与中药药性的整体性、动态性、时空性、

复杂性等特点相吻合，在中药药性研究中得到广泛

应用。研究者应用单组学或多组学的系统研究，结

合药理药效学研究，从细胞、组织、动物等多层次

建立评价模型，并从系统生物学角度，挖掘体现不

同中药药性的生物标志物，揭示中药药性的本质与

科学内涵。如郭慧[45]利用代谢组学技术考察典型寒

热性中药对正常、热证和寒证模型大鼠尿液中代谢

物的影响，结果表明寒热性中药可通过作用于不同

生物标记物及代谢通路，或共同作用于相同生物标

记物但表现出不同的作用趋势，发挥对机体寒或热

效应。杨欣[46]基于蛋白质组学的寒热药性的理论研

究发现，热性中药能够通过调节正常大鼠糖、氨基

酸、脂肪等代谢途径增加机体能量生成，提高机体

能量利用；寒性中药则通过调节胰岛素信号转导通

路、淀粉和蔗糖代谢、脂肪酸生物合成等途径减少机

体能量生成，降低对能量的利用。这些成果为完善中

药药性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前期基础。 

2.3.2  网络药理学在系统研究中的应用   网络药

理学是以系统生物学和多向药理学为理论基础，将

药物作用网络与生物学网络整合在一起系统研究复

杂药物生物学效应的技术，其特点与中药多成分、

多靶点、多途径的整体系统调控相一致。网络药理

学技术为从生物分子网络结构与功能来判别中药寒

热药性，揭示其作用规律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韩森[47]

利用网络药理学方法，构建寒性药物组和热性药物

组特异性靶蛋白组群和其参与通路的生物学信息网

络，以预测中药寒热药性作用的分子机制，并采用

大鼠药理学实验与代谢组学方法结合进行了验证，

最终发现寒热药物在物质基础、生物效应和作用靶

标 3 个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另外，网络药理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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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于构建药物五味的物质基础与疾病靶点、作用

通路之间的网络关联，进而深入揭示药物-性味-功

效的作用机制。如周炜炜等[48]采用网络药理学技术

和方法，筛选出挥发油类成分为辛味药陈皮、丁香、

小茴香激活嗅觉受体的物质基础，并可通过作用多

靶点并启动多个信号通路共同参与辛香类中药药性

的表达，产生气味辛香之效。 

2.3.3  肠道菌群在中药药性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中

药药性“入腹知性”理论，而腹现今多指胃肠道，

大肠与小肠均包含在中医的六腑之中，是居于腹中

的重要脏器。药物经小肠的受盛化物与泌别清浊作

用，大肠的传导糟粕与吸收津液作用，在机体中发

挥作用。因此探究口服中药对机体肠道菌群发生的

变化，为客观评价其药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刘洪毓

等[49]研究发现，黄芩对生理状态下大鼠肠道菌群多

样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显著减少大鼠肠道菌

群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s）

数量，降低肠道菌群丰富度指数与多样性指数，同

时影响大鼠肠道群落多样性结构。因而从菌群多样

性角度评价黄芩的药性为寒凉。李自辉等[50]又进一

步将黄芩提取物作用于热证模型，发现寒性黄芩提

取物可改善热证大鼠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和肠道

菌群多样性的异常，进一步从“寒者热之”角度证

明其寒性。近期学者也将肠道菌群结合组学方法，

将表征寒或热性药物的内源性物质与肠道菌群相关

联，探究宿主与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以此阐释中

药药性科学内涵。张宁等[51]运用冰水浴诱导寒凝血

瘀证的病理机制研究证实特征菌群与物质能量代谢

相关的代谢物具有强相关性，其相互紊乱改变导致

宿主代谢稳态的失衡。 

除此之外，随着科技发展，多学科交叉互融体

现优势，研究者尝试探索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进

行中药性味的科学阐述。如运用超分子化学[52]、数

据挖掘[53]、神经化学分析[54]等技术进行药性识别，

加快了中药的信息化，促进了现代中医药理论的发

展。总之，在中医药学基本理论指导下，借助这些

先进科学技术进行药性研究，体现传统与现代、继

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思想，为实现现代中医药理论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蒙药药性理论研究思考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成果为探索建立蒙药药性科

学评价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释蒙药药性

理论的科学内涵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模式。然而，如

何在不脱离蒙医药理论思想，怎样合理的结合，在

哪些方面借鉴中药药性研究的模式与方法是进行蒙

药药性理论研究的关键与前提。整理分析蒙药药性

理论研究需遵循的原则，并提出一些研究思路，以

期为丰富发展现代蒙药药性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3.1  研究方法与路径应符合蒙药药性的理论特点 

蒙药药性虽有不同元素构成，但各要素彼此之

间均是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同中药药性理论相

同均具有辨证统一和整体观的特点。性、味、功效

也是一类或多类物质群发挥整体生物学效应以对治

“三根”疾病。这就决定了其研究路径需以“药-性-

物-效-病”整体表征（图 1）。研究模式也要以“系

统论与还原论”相结合。因而开展蒙药药性理论研

究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在进行器官、细胞、

分子、基因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中，要注重整体效

应的特点，要结合整体动物生物学效应，并最终回

归于临床。（2）药性物质基础研究在科学阐释药性

理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蒙药物质基础为多组分构

成的整体，其“性-味-效”多呈多元性、复合性，是

各类物质成分药性的整合，以多靶点效应行使其药

效作用。因而研究时应注意符合蒙药药性的整体认

知模式，可从不同组分到组分整体进行蒙药药性归

属，再借助现代化学分析方法明晰各组分化学的成

分，以精确其物质基础。（3）将药性理论各要素视

为整体进行研究，建立蒙药药性与物质基础、药理

效应之间的联系。宋晓玲等[55]研究发现蒙药在一定

亲缘关系内，可以实现药性与药理效应的统一，因

而提出从植物亲缘关系着手，进行“性-物-效”关联

研究。首先通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全面系统整理

蒙药材名、基原、采制、药性、功效主治、药理作

用、化学成分、理化性质等文献数据，挖掘同一药

性蒙药相应的物质基础、药理作用、活性成分在不

同的科属分布等相关规律；同时探究同一科属蒙药

共性药性、物质基础、药理作用等相关规律。在此

基础上，选取亲缘关系较近的蒙药，进行共性药理

效应评价，确定蒙药药性与药理作用的关联性。继

而再结合药理作用与化学成分的相关性，最终实现

“植物亲缘关系-药性-物质基础-药理作用”的关联。

利用该关联规律不仅可以规范缺失客观依据的蒙药

药性归属、扩大药用资源，并可通过揭示遗传、环

境、炮制等整体因素对蒙药药性的影响阐释蒙药药

性的科学内涵。（4）蒙药药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融

合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思想，因而阐释 



·7370· 中草药 2021 年 12 月 第 52 卷 第 23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1 December Vol. 52 No. 23 

   

 

图 1  蒙药药性理论内涵与研究路径模式 

Fig. 1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model of Mongolian medicine property theory 

其科学内涵需从多学科、多角度、多维度进行研究。 

3.2  正确理解中蒙药药性理论关系 

理清中、蒙药药性理论两者的异同关系，借鉴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成果发展完善现代蒙药药性理论

研究需以“吸纳同处，参照模式；兼顾异处，遵循

个性”为原则。针对中、蒙药药性理论共性方面，

可以参照中药药性研究的模式与方法。如两者药性

共有特点“整体性、辨证性”方面，蒙药药性理论

研究路径除需以“药-性-物-效-病”整体研究模式进

行表征，研究方法也可借助具有“整体、动态效应”

的代谢组学、宏基因组学等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

学、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等方法。基于对药性本质

寒热属性与药味内涵的通识，蒙药寒热药性研究可

借鉴以热力学、物质能量代谢等为切入点，建立药

性评价体系；蒙药药味研究也可借助电子仿生评价

设备、与味觉和嗅觉受体相互作用以评价“原味”

属性，通过相应的药效学实验模型评价“效味”属

性。然而切勿盲目的全盘照搬，要顾及不同医学体

系下指导思想的差异。如中医对寒热证根据病证不

同，有表、里、虚、实之分，而蒙医的温病学理论

中对热性病则有独特见解，根据温病病程特点可将

其分为 3 个阶段：初期的未熟热期、中期的增盛热

期和终末期的热病山滩界期。而初期的未熟热期，

除了血与希拉热的增盛，赫依和巴达干也异常增盛；

成熟热期即增盛热期，其病因为单纯希拉。如在未

成熟热期给予寒性药，反会增加希拉热，如根据检

测指标进行寒热归属时必然会得出相反结论。因而

在寒热性病模型研究中，需探索建立符合蒙医温病

理论的热性病模型，并需考虑给药时间与评价指标，

进而准确客观的予以药物寒热药性归属。同时，由

于中、蒙药药性理论两者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

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有差异，在借鉴中

药药性理论研究思路方法时，要遵循蒙医药理论特

点，创新评价方法。如中、蒙医虽对药味均赋予“原

味”和“效味”不同层面内涵，但同一药味在不同

药性体系下所反映的功效和对机体所产生的生物学

效应则不同，如中药辛味能发散、行气、止血，用

于表证、气滞血瘀证、窍闭、湿滞中焦等。蒙药辛

味能健胃开欲、通经开窍、止泻、助消化，用于胃

火衰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脾胃不和、呕吐呃

逆、胸腹胀满、寒泻腹痛、风寒痹痛等。因而在建

立药味评价模型时，需注意对药效模型及评价指标

的选择。 

3.3  着力发展蒙药药性独特理论 

“药物消化”理论是蒙药区别于中药的独特理

论，阐释药物如何在消化道中进行消化和分解，且

已消化的药物如何作用于人体的一种药性理论，体

现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转化过程。这与现代理论“药

物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十分相关。研究表明，肠

道菌群在人体健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6]。中药

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结构，肠道菌群代谢，及通过

肠道微生物转化活性化合物从而达到治疗效果[57]。

因此，利用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宿主关系可能揭示蒙

药药性作用机制的有效途径。代谢组学能够提供生

物体下游/终端的代谢功能性信息，可建立微生物代

谢及其与宿主、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58]。将其与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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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组联合研究蒙药药性，有利于阐释蒙药药性

的科学内涵，可为建立即遵循传统蒙药理论又具有

现代化特色的蒙药药性理论评价体系提供新思路。 

4  结语 

蒙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蒙

药药性理论是蒙药学的核心，是蒙医药阐释药物性

质、功能和运用规律的特色理论。而目前蒙药药性

的研究较为缺乏与局限，历代蒙医口传心授的传承

方式造成蒙药药性的记载模糊甚至缺失，从而影响

蒙药规范研制、科学用药，并严重阻碍了蒙医药理

论的继承与发展。阐明蒙药寒热药性的科学内涵，

构建药性评价的科学方法与指标体系，是目前蒙医

药研究的关键问题。充分理解认识中蒙药药性理论

的关联，挖掘分析其异同，在蒙医药理论指导下，

借鉴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模式，利用现代科技与科学

的方法，对蒙药药性理论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对促

进蒙医药发展、完善蒙医药理论体系、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及蒙药开发利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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