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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合理的中药药性研究方法是中医药药性科学内涵研究的基础和客观要求。在既往创建的“单味药药性成因假说”

理论指导下，在国内外首次创建“单味药药性形成演变分类范式模块”研究方法。运用此方法，在利用现代药效物质基础研

究成果解析淫羊藿四气药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在中医学理论语境下，分析单味药淫羊藿四气药性历史形成、演变过程及影响

因素，并将研究结果纳入模块类别单元分类。为建立系统、科学合理的中药药性研究方法与手段，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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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roperties is the basis and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CM propertie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previous studi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lassification and evolution module of single TCM prokpkerties formation paradigm” were first established at 

hone and abroa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ause hypothesis of single herb property”. On the basis of trying to explain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four qi properties of Yinyanghuo (Epimedii Folium) by the basic research results of modern pharmacodynamic 

subst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ur qi properties of Epimedii Folium 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edicial properties of Epimedii Folium in the context of TCM theory were studied in this way. I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ystematic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TCM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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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神农本草经》曰：“药有寒热温凉四气”。

药性四气作为中药的基本属性，是指导中医临床用

药的重要依据。“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药性对疾

病的寒热治疗作用是确定药性寒热的主要方法。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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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在利用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等方法，研究

“四气”的物质基础、中药寒、热药性的药理作用、

利用数值方法对寒热进行定性定量等方面，均取得

一定的研究进展[1]。本文从中医药古籍考证入手，

以“四气”为研究对象，从“单味药药性成因假说”

角度，以“单味药药性形成演变分类范式模块”研

究方法[2]，剖析淫羊藿药性历史形成、演变过程，

总结淫羊藿药性成因及影响因素，为中药药性研究

提供参考。 

1  淫羊藿的本草考证 

1.1  药名变迁的本草考证 

淫羊藿历代医药古籍多有收载，药材名为淫羊

藿等多个名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

“薯蓣服此使人好为阴阳。西川北部有淫羊，一日百

遍合，盖食藿所致，故名淫羊藿。”明·李时珍《本

草纲目》中记载：“豆叶曰藿，此叶似之，故亦名藿。

仙灵脾、千两金、放杖、刚前，皆言其功力也。鸡

筋、黄连祖，皆因其根形也。柳子浓文作仙灵毗，

入脐曰毗，此物补下，于理尤通。”自《中国药典》

1963 年版起，以淫羊藿为正名。 

1.2  用药部位变迁的本草考证 

《中国药典》2020 年版收载了淫羊藿和巫山淫

羊藿 2 种。其中淫羊藿为小檗科植物淫羊藿

Epimedium brevicornu Maxim.、箭叶淫羊藿 E. 

sagittatum (Sieb. et Zucc.) Maxim.、柔毛淫羊藿 E. 

pubescens Maxim.或朝鲜淫羊藿 E. koreanum Nakai

的干燥叶。巫山淫羊藿为小檗科植物巫山淫羊藿

E. wushanense T. S. Ying.的干燥叶。二者性味归经

相同，功效基本一致，巫山淫羊藿能治疗绝经期眩

晕。古本草对淫羊藿形态和产地的描述，将其喻为

杏叶、豆藿，一类圆薄，另一类叶颇长，近蒂有一

缺；古本草记载的淫羊藿产地布及全国各地。这与

国产淫羊藿属植物叶形与现今各产地基本相符[3]。 

1.3  炮制变迁的本草考证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记载淫羊藿用羊脂拌

炒，治偏风、益丈夫、兴阳、理脚膝冷，淫羊藿酒

浸为佳。之后淫羊藿的炮制在古籍中均有记载。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仙灵脾、覆盆子、五味子

（炒）炼蜜为丸。清·陈士铎《本草新编》还记载用

淫羊藿少投鹿角胶，制成胶，见表 1。 

1.4  药性变迁的本草考证 

东汉《神农本草经》至宋·唐慎微《证类本草》

记载淫羊藿药性为寒。明·兰茂《滇南本草》记载

淫羊藿药性为温，从此古本草记载淫羊藿药性为温，

期间也有少数医家认为淫羊藿药性为寒，极少数医

家认为其性平，如明·陈嘉谟《本草蒙筌》、清·汪

讱庵《本草易读》等。《中国药典》1963 年版起记

载淫羊藿药性为温，见表 1。 

1.5  功效变迁的本草考证 

自古以来淫羊藿的功效变化不大，基本可以概

括为主阳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等。修治流行后，淫羊藿炮制后的功效大致为：羊

脂拌炒，利小便、益气力、治一切冷风劳气等；浸

酒，主阴痿绝伤、茎中痛、治偏风不遂、水涸腰痛。

《中国药典》1963 年版记载淫羊藿补命门、强筋骨；

《中国药典》1977 年版记载淫羊藿补肾阳、强筋骨、

祛风湿；《中国药典》2020 年版增加了巫山淫羊藿，

功效和淫羊藿基本相似，只是巫山淫羊藿能治疗绝

经期眩晕，本草学考证结果见表 1。 

2  传统炮制、功效与药性变迁关联研究 

药性是对疾病的寒热治疗作用的客观归纳，中

药药性理论是历代医家遣方用药的经验总结，以临

床治疗疾病的疗效为依据，是医家长期实践总结而

成的一种特定条件下的用药经验。不同时期医家临

床用药经验及医家自身的学术思想不同，对药性的

认定存在差异性[1]。淫羊藿入药历史悠久，自东汉

《神农本草经》起，历代中医药古籍对其临床应用及

药效、药性均有明确记载，使后人可以较清晰辨析

历代医家对淫羊藿药性的认知差异。 

药性性寒认知，自东汉《神农本草经》用淫羊

藿治阳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等，以生用入药立

论起，至清·张志聪《本草崇原》、叶桂《本草经解》、

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神农本草经赞》《神农本

草经赞》等以炮制品（羊脂拌炒淫羊藿、淫羊藿浸

酒等）入药为止。历代本草药效原文均与东汉《神

农本草经》相近，对药性认识基本如陈修园“淫羊

藿气寒，禀天冬水之气而入肾；味辛无毒，得地之

金味而入肺；金水二脏之药，细味经文，俱以补水

脏为主。阴者，宗筋也；宗筋属于肝木，木遇烈日

而痿；一得气寒之羊藿，即如得甘露而挺矣。绝伤

者，络脉绝而不续也”所言。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记载羊脂拌炒淫羊藿、

淫羊藿浸酒等以淫羊藿炮制品入药成为主流入药，

但药性为寒。明清时期，淫羊藿的功效从“寒”性

的利小便、消瘰疬、强志、坚筋骨等作用转变到“温”

性主治冷风劳气、筋骨挛急等。明·兰茂《滇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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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淫羊藿的炮制、四气药性及功效考证 

Table 1  Textual research on processing, four qi property, effect of Epimedii Folium 

专著 炮制记载 药性记载 功效记载 文献 

《神农本草经》  味辛，寒 主阳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4 

《本草经集注》  味辛，寒，无毒 主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

强志、坚筋骨、消瘰、赤痈、下部有疮洗出

虫、丈夫久服，令人无子 

 5 

《新修本草》  味辛，寒，无毒 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

志、坚筋骨、消瘰、赤痈、下部有疮洗出虫、

丈夫久服，令人无子 

 6 

《证类本草》 细锉，用羊脂相对拌炒过；治偏风等，宜服仙

灵脾浸酒方；益丈夫，兴阳，理脚膝冷，淫

羊藿 0.5 kg，酒一斗，浸经 2 日，饮之佳 

味辛，寒，无毒 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

志、坚筋骨、消瘰赤痈、下部有疮洗出虫、

丈夫久服令人无子 

 7 

《滇南本草》 用剪剪去边上刺，羊油拌炒 味微辛，性微温，入

肝肾二经 

兴阳治痿、强筋骨  8 

《本草蒙筌》 凡采制须先酒浸过曝干，锉碎对拌羊脂，火

炒脂尽为度 

味辛，气寒，无毒 治男子绝阳不兴、治女人绝阴不产、却老景昏

耄、除中年健忘、益骨坚筋、增力强志 

 9 

《本草纲目》 用淫羊藿 0.5 kg，酒 1 斗，浸 3 日，逐时饮之；

仙灵脾、覆盆子、五味子（炒）各 1 两，为

末，炼蜜丸梧子大，每姜茶下 20 丸 

甘、香、微辛，温 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本

经》）；坚筋骨、消瘰赤痈、下部有疮、洗出

虫，丈夫久服，令人无子（《别录》） 

10 

《本草乘雅半偈》 每 0.5 kg 用羊脂 4 两拌炒，待脂尽为度；薯

蓣、紫芝为之使，得酒良 

辛寒，无毒 主阴痿绝阳、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11 

《本草崇原》  气味辛寒，无毒 主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12 

《本草择要纲目》 以夹刀夹去叶之四畔花枝，每 0.5 kg 用羊脂

4 两拌炒，脂尽为度 

辛寒，无毒 益精气、补筋骨、疗四肢不仁、驱一切冷风、

真阳不足者宜之 

13 

《本草新编》 用淫羊藿，每次 2.5 kg，略揉碎，以滚水泡缸

内 3 日，大锅煮汁至浓者，先取起，又添水

煎之，以色淡为度；去滓，将浓汁再煎如糊，

乃用锡锅盛之，再蒸煮如浓糊，少投鹿角胶，

取其黏也，候冷切块，晒之，则成胶矣；入

汤剂中调服佳甚，入丸亦妙也 

味辛，气温，无毒 入命门治男子绝阳不兴、治妇人绝阳不产、却老

景昏耄、除中年健忘、益肾固筋、增力强志 

14 

《本草易读》 羊脂拌炒，得酒良，山药为使 甘，平，无毒，入手、

足阳明、三焦、命门 

强健筋骨、除关节拘挛之急、驱逐风寒、疗皮

肤麻木之痹、阳痿不起、男宜久服、阴绝不

产、女宜常用 

15 

《本草备要》 去枝，羊脂拌炒；山药为使，得酒良 补肾命、辛香甘温，

入肝肾 

益精气、坚筋骨、利小便、治绝阳不兴、绝阴

不产、冷风劳气、四肢不仁（手足麻木） 

16 

《本经逢原》 羊脂或酒炒用 辛温无毒 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17 

《本草经解》 羊脂拌炒，淫羊藿浸酒 气寒，味辛，无毒 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治偏风不遂、水涸腰痛 

18 

《本草从新》 去枝，羊脂拌炒，山药为使，得酒良 辛香甘温，入肝肾 补命门、益精气、坚筋骨、利小便、治绝阳不

兴、绝阴不产、冷风劳气、四肢不仁 

19 

《本草求真》 去枝，羊脂拌炒，山药为使，得酒良 辛香甘温 补火逐冷散风、诸书皆载能治男子绝阳不兴、

女子绝阴不产、且能治冷风劳气、四肢麻木

不仁、腰膝无力、能益精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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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专著 炮制记载 药性记载 功效记载 文献 

《神农本草经读》 羊脂拌炒，淫羊藿浸酒治偏风不遂、

水涸腰痛 

气味辛、寒，无毒 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21 

《本草述钩元》 以夹刀剪去叶之四畔花枝，每 0.5 kg

用羊脂 4 两拌炒，脂尽为度，山药

紫芝为之使，得酒良 

气味甘香辛温，辛润肾、

甘温益阳气，可升可

降，阳也；真阳不足者

宜之，入手厥阴 

主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

志、丈夫绝阳无子、女人绝阴无子、老人昏

耄、中年健忘、一切冷风劳气、筋骨挛急、

四肢不仁、补腰膝、强心力 

22 

《本草便读》  辛味独专，甘香并至，辛

温之性，峻补命门之火 

有助阳补火之功、治肾弱肝虚等疾、寒淫所胜、

痹痿咸宜 

23 

《得配本草》 得酒良，薯蓣、紫芝为之使，去花枝

洗净，锉细末，每 0.5 kg 用羊脂 4

两拌炒，脂尽为度 

辛，温，入足少阴经气分，

兼入手足阳明三焦命

门 

助相火、强精气、除风冷、解拘挛 24 

《本草害利》 5 月采叶茎晒干，根亦可用，每 0.5 kg

用羊脂 4 两拌抄，待尽为度 

辛温，入肾 补大肠、三焦、强筋骨、起阳事衰、利小便、

除茎中痛 

25 

《本草分经》  辛香甘温，入肝肾 补命门、益精气坚筋骨、治绝阳不兴绝阴不产 26 

《神农本草经赞》  味辛寒 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27 

 

草》记载其“兴阳治痿，强筋骨”。由于此类功效属

传统阳性药的典型认知功效，因此自明代起，药性

性温逐渐成为主流认知，《中国药典》1963 年版，

对药性认识基本同清·汪昂《本草备要》淫羊藿性

“温”“补肾命辛香甘温。入肝肾。补命门，益精气，

坚筋骨，利小便。治绝阳不兴，绝阴不产，冷风劳

气，四肢不仁。得酒良。” 

综上，自东汉《神农本草经》至明清时期，淫

羊藿随着入药的品类变迁（生品与炮制品），其临床

效用大框架并未发生改变，而对功能主治进行了一

定的调整。伴随着炮制技术与炮制理论的发展与成

熟，至明清，对淫羊藿炮制品药性出现了寒、温认

知分化，最终统一于 1963 年。此过程在文献上存在

一个清晰的演变历程，见表 2。 

表 2  淫羊藿的炮制、功效与药性历代变迁关联总结 

Table 2  Changes in processing, effect, four-qi property of Epimedii Folium 

历史时期 炮制变迁 功效变迁 药性 

东汉至唐 生用 主治阴痿、利小便、益气力、强志、坚筋骨 寒 

宋 羊脂拌炒、浸酒 主治阴痿、利小便、益气力、强志、坚筋骨 寒 

明、清 羊脂拌炒、浸酒、制胶 主治阴痿、利小便、益气力、强志、坚筋骨、冷风劳气、老人昏耄、中年健忘 温 

羊脂拌炒、浸酒 阴痿绝阳、利小便、益气力、强志 寒 

羊脂拌炒，得酒良 强健筋骨、驱逐风寒、治阳痿 平 

 

3  现代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与药性关联研究 

淫羊藿的功效成分，主要包括总黄酮、多糖等。

“入腹则知其性”，中药四气药性的确定与机体生物

效应密切相关。 

3.1  整体功效的现代研究 

3.1.1  黄酮类成分的药理作用研究  淫羊藿中含

有多种黄酮类成分，可作用于生殖系统。如淫羊

藿总黄酮可提高酗酒小鼠的睾丸/附睾质量指数，

增加精子的数量及质量，保护酗酒小鼠精子细胞

的 DNA[28]。以淫羊藿苷为例，淫羊藿苷可显著下调

少弱精模型大鼠睾丸中靶蛋白的表达，通过调节 p53

信号通路、细胞增殖和凋亡等途径治疗少弱精症[29]、

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有效调控雄性大鼠生精功能[30]、

提高大鼠血清中睾酮水平，促进精子发生的作用[31]、

改善糖尿病雄性大鼠附睾的损伤[32]、改善自然衰老

大鼠睾丸组织形态学变化[33]、提高雄性小鼠精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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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率和存活率[34]。 

淫羊藿中含的多种黄酮类成分，还可作用于骨

系统。在大鼠骨质疏松状态下，淫羊藿总黄酮的体

内吸收和代谢显著变慢，从而影响其药效发挥[35]。

淫羊藿异构体黄酮可抑制骨吸收，发挥抗骨质疏

松的作用[36]。以淫羊藿苷为例，可缓解类风湿关

节炎[37]、保护大鼠骨关节软骨[38]、减轻 II 型胶原

诱导性关节炎大鼠炎性细胞浸润及关节软骨破坏

程度[39]、改善大鼠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进程[40]、

减缓软骨降解[41]、修复软骨缺损[42]、增强软骨细胞

的增殖，遏制软骨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减低破骨细

胞的活性和减轻滑膜炎症反应治疗骨性关节炎[43]、

减轻骨破坏程度[44]等。 

此外，大多数淫羊藿苷衍生物具有较好的乙酰

胆碱酯酶抑制活性及低毒性，有效预防快速衰老小

鼠在水迷宫及跳台实验中的学习记忆障碍[45]。淫羊

藿苷可显著降低脂多糖诱导的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蛋白磷酸化水平，提高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的学习记

忆能力[46]。淫羊藿苷能直接作用于白细胞介素-1

（interleukin-1，IL-1）受体相关激酶，下调大脑组织

的炎症因子[47]；抑制大鼠海马 CA1 区锥体神经元中

β-蛋白片段 25-35 引发的钙离子内流，从而遏制神

经元凋亡，提高大鼠记忆认知能力[48]。 

3.1.2  淫羊藿总多糖类成分的药理作用研究  淫

羊藿多糖可改善或恢复生殖内分泌激素水平，升高

生精障碍小鼠精子密度及精子存活率，升高睾丸组

织睾酮含量[49]。在精液冷冻保护液中添加淫羊藿

多糖，能保护精子顶体结构和功能，降低精子活性

氧的水平，改善经过解冻后精子顶体功能、精子核

的完整性[50]。淫羊藿叶多糖组分能够促进脾淋巴

细胞增殖和激活巨噬细胞活性，具有较好的免疫调

节活性[51]。 

3.2  生品与炮制品功效及药性比较的现代研究 

炮制是改变中药寒热之性的有效手段，突出其

某一功效，达到调整药物治疗作用的目的。淫羊藿

炮制引起的药效物质基础变化是炮制淫羊藿后的药

性变化，说明中药炮制技术与炮制理论的发展，促

进了淫羊藿临床应用药效的提升及临床实践基础上

的药性主观认知解读的完善。 

淫羊藿炮制后总黄酮及淫羊藿苷含量均发生了

变化。张琴等[52]发现淫羊藿、羊脂油淫羊藿总黄酮

含量分别为 8.99%和 9.45%；淫羊藿苷含量分别为

0.75%和 0.87%。陈彦等[53]通过对淫羊藿生品与炮

制品中 5 种主要黄酮类成分的含量进行比较，发现

羊脂油淫羊藿中淫羊藿苷、宝藿苷 I 的含量升高，

而朝藿定 A～C 的含量降低。李明雨等[54]发现淫羊

藿经羊脂油炮制后，淫羊藿苷、淫羊藿次苷 I、异

戊醇基箭藿苷 B 等化学成分的含量升高，1,3-异戊

二烯基朝藿定 C 和 1,3-异戊二烯基-箭藿苷 B-7-O-

葡萄糖醛酸含量下降，且炮制后检测出异戊醇基箭

藿苷 B。羊脂炙淫羊藿后淫羊藿苷含量升高，

120 ℃羊脂炙淫羊藿苷和总黄酮的含量均比生品

和其他温度炮制品高[55]。朝鲜淫羊藿叶经炮制后

得到 3 个新的异戊烯基黄酮醇苷类化合物

epimedkoresides A～C[56]。与加热品、生品相比，

羊脂炙淫羊藿中的宝藿苷 I在血液中的达峰浓度和

药时曲线下面积等药动学参数最高，表明羊脂油炮

制可提高宝藿苷 I 生物利用度[57]。 

周一帆等[58]研究发现，羊脂炙淫羊藿后提高了

大鼠体内淫羊藿苷的生物利用度。杨晓旭等[59]通过

研究淫羊藿炮制前后对实验动物基础和能量代谢影

响，探求炮制作用对淫羊藿药性的影响，发现小鼠

给予羊油拌炒淫羊藿后，体质量和耳温均升高，产

热量明显升高，基础代谢与能量代谢均增强，且炮

制淫羊藿的药性由寒性转为温性可能是由于炮制所

致。生品淫羊藿可降低葡萄糖激酶（glucokinase，

GCK）和糖原磷酸化酶（glycogen phosphorylase，

PYGL）含量，升高糖原合成酶激酶-3 含量；炮制

品 淫 羊 藿 可 升 高 GCK 和 磷 酸 果 糖 激 酶 -1

（phosphofructokinase-1，PFK-1）水平，显著增加丙

酮酸脱氢酶（pyruvate dehydrogenase，PDH）及PYGL

的含量。生品淫羊藿可降低热证模型大鼠 PDH 含

量，降低寒证模型大鼠乙酰辅酶 A 含量；炮制品淫

羊藿可升高寒证模型大鼠 GCK 和 PFK-1 的水平，上

调 PDH、PYGL，升高 ATGL 含量，改变机体物质

能量代谢趋势，其药性有较大改变，推测炮制品淫

羊藿药性偏温热，生品淫羊藿药性偏寒凉[60]。羊脂

油可使淫羊藿总黄酮在体内自组装形成胶束，改善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轴及性腺组织睾丸的病理

状况，增强淫羊藿温肾助阳的功效[61]。白宛鑫等[62]

通过研究生品与炮制后的淫羊藿对肾阳虚水肿模型

大鼠的作用，发现生淫羊藿和羊脂炙淫羊藿给药组

均能回调尿量、环磷酸腺苷/环化核苷酸等，其中生

淫羊藿给药组可显著回调大鼠尿量、尿蛋白，而羊

脂炙淫羊藿给药组能极显著性的回调环磷酸腺苷/环

化核苷酸、雌二醇的水平；只有生淫羊藿给药组可



 中草药 2023 年 9 月 第 54 卷 第 17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September Vol. 54 No. 17 ·5791· 

   

回调白蛋白、丙酸睾酮，只有羊脂炙淫羊藿给药组

可回调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四碘甲状腺原氨酸和肛

温，表现出一定的温性药特征；生淫羊藿与羊脂炙

淫羊藿均能改善阿霉素所导致肾小球足细胞损伤，

治疗肾阳虚水肿；生淫羊藿性寒，更倾向于加强肾

脏排泄来治疗肾阳虚水肿，羊油炙淫羊藿药性转温，

倾向于改善大鼠肾阳虚状态来治疗肾阳虚水肿。生

淫羊藿可降低肾阳虚小鼠的肾上腺 VC 水平；而羊脂

炙淫羊藿可降低正常小鼠和肾阳虚小鼠肾上腺 VC

水平，起效剂量低，作用强于生品[63]。羊脂炙淫羊

藿可通过改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轴抑制功能

对肾阳虚大鼠模型的温肾壮阳作用更强[64]。Sun等[65]

应用代谢组学和网络药理学技术整合，从尿液和血

浆中筛选出鸟氨酸和 5-氧代脯氨酸 2 个与羊脂油炒

淫羊藿改善肾阳虚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羊脂油炒淫

羊藿通过氧化应激和氨基酸代谢通路增强肾助阳的

功效。淫羊藿中含有与中医“肾”关系密切的诸多

微量元素 Zn、Mn、Fe、Ca、Mg 等，羊油脂炙后，

其微量元素溶出率增加，提高了淫羊藿的药效[66]。 

4  中医药药性科学内涵研究范式与“单味药药性

形成演变分类范式模块”研究方法 

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

基本意向，可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

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及在解释获得的

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范式能够将存在于科

学中的不同范例、理论、方法和工具加以归纳、定

义并相互联系起来。 

弘扬并发展中医学，需要重视中医理论语境的

转换，深入发掘中医学基本原理，应用现代语境对

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特征进行发掘，是彰显中医

学基本原理卓越优越性的关键[67]。笔者认为，中医

药药性理论科学内涵研究范式，首先应是中医学理

论语境规则下的药性研究。研究目标应为药性本身。

研究手段应以现代医药学研究成果确定功效、药性

合理性的前提指导下，利用本草考证，聚焦并辨析

各单味药本身药性形成过程中，中医临床实践过程

中的药效客观影响因素和中医理论探究过程中的人

文主观影响因素；进而分类形成模块化的单味药药

性形成演变模式类别；其次，结合化学药研究思路

下的实证性研究手段，在不同模块类别下，综合性

探究并实证单味药药性历史演变、形成过程中的内

在科学性。研究结果应以各模块类别下，单味药药

性历史演变形成的规律性，归纳、总结和反映中药

成分与中医哲学思想相统一的中药药性现代科学内

涵的整体性。 

因此，在单味药药性成因假说视角下，在承认

历史上“中药药性理论”始终是源于中医理论指导

下的临床药效实践，并始终是服务于中医药临床功

效实践的基础上，本文以单味药药性演变过程为研

究对象，通过综合解析历代单味药临床治疗过程中

所体现出来的药效作用与临床用药倾向及其相互影

响过程，在“单味药药性成因假说”理论指导下，

在国内外首次建立了“单味药药性形成演变分类范

式模块”研究方法，用以在中医学理论语境下，建

立并完善中医药药性理论科学内涵研究范式，为后

续在模块化类别分类基础上，进行中药药性理论的

相关现代科学内涵研究奠定基础。目前建立的模块

化类别研究模型主要分为 5 类。 

4.1  入药来源变动类 

历史上医家选择性用药，侧重的药效、优化用

药部位等原因，导致的药材功效改变，继而主导了

药性变化。第 I 类“范式归类”模块的主要特征是

单味药入药来源（包括药材基原、入药部位等）变

动，导致的药效物质基础的改变，进而导致的药性

演变。如忍冬与金银花药性由寒至温[2]。 

4.2  中医药理论流派诠释差异类 

历史上中医学具体理论流派指导下的不同流派

临床实践、经验总结所主导而形成了一药多性情况

下的药性侧重演变及同一药性下的不同中医理论流

派的内涵解读侧重。第 II 类“范式归类”模块的主

要特征是单味药临床用药主观倾向的差异演变。如

人参药性寒、热、平并存[68]。 

4.3  中医药新技术与新理论更新迭代类 

中药理论体系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累

和过程演变，历史上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药实践技

术的萌芽、发展和完善；中医临床用药理论的更新

迭代、主流理论流派认知观念的变更等因素，主导

了单味药药性认知或更趋合理或替换、迭代甚至创

新。第 III 类“范式归类”模块的主要特征是中医

药具体理论及实践技术的迭代演变或创新演变。如

中药五行、五味理论系统发展完善引起的麻黄药效

物质基本无变化，但药性由苦至辛更趋合理 [69]。

中药炮制技术与理论的发展完善引起的淫羊藿药

性寒温变化。 

4.4  外来药本土化融入类 

原产地是国外的外来药，经中医临床实践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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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药性归纳。第 IV 类“范式归类”模块的主

要特征是外来药纳入中医理论体系时的药性形成演

变。如番泻叶本土化的药性形成[70]。 

4.5  传承有序稳定发展类 

史上单味药被记载后，药用基原、功效、药性、

用药理论依据等均无明显变化。第 V 类“范式归类”

模块的主要特征是药物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及其在

治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作用，经历代临床实践验证

后，或偶有增减但基本稳定、无争议性；基于临床

实践的临床用药理论依据基本稳定或无争议。 

5  利用“单味药药性形成演变分类范式模块”研

究淫羊藿药性 

单味药药性成因假说认为中药药性包括药物发

挥疗效的物质基础和治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

用，药效物质基础决定单味药药性形成，即药效物

质基础决定性影响单味药药性形成。在此基础上，

临床治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药效作用和历代临床

用药倾向综合性影响单味药药性形成[2]。淫羊藿作

为疗效确切的临床用药品种，自东汉《神农本草经》

就有记载，历代中医药古籍一直对其药物名称、入

药部位、炮制变化及药效加以描述和记载，淫羊藿

本草学研究视角下的药性成因及其科学内涵研究是

观察和探究中药四气药性的优质个体样本。 

5.1  药效物质基础影响淫羊藿四气药性形成 

在缺乏现代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在中医理论体

系指导下的临床实践是中药四气药性理论归纳与形

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入腹知性”，历史上单味

药四气药性的个案理论归纳总结与单味药药效密切

相关，单味药所含药效物质是单味药根据临床药效，

总结功效，最后合理化地纳入中药药性理论体系过

程的物质基础。 

通过总结，发现单味药淫羊藿含有的淫羊藿苷

等黄酮和多糖等成分，是改善生殖系统、骨骼系统

等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宋代时淫羊藿炮制品入药

开始流行，导致淫羊藿炮制品中黄酮类等成分含量

增加，生物利用度增大，产生新衍生物等药效物质

的变化，这是药效物质基础变化导致的生物效应客

观变化，是由中药临床实践概括而来的淫羊藿药性

开始由性寒逐渐转变为性温的物质基础。 

5.2  中药临床实践影响淫羊藿四气药性形成 

中药四气药性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历代医药

学家在中药临床实践中对药物的适用范围、作用趋

向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其结论为更多的单味药药

性归纳总结提供了临床应用依据。 

汉代以前淫羊藿炮制技术简单，目的也仅限于

便于制剂、减毒，《神农本草经》没有关于淫羊藿炮

制的记载：“淫羊藿，味辛，寒”。唐宋时期，大量

炮制技术应用于淫羊藿，宋·唐慎微《证类本草》

记载淫羊藿炮制方法有羊脂拌炒、酒浸，但药性记

载仍为“味辛、寒、无毒”。随着药性理论不断融入

中药炮制，医家意识到通过炮制可以改变药性，金

元及明代时期，医家对炮制逐渐形成规律性的认识，

并形成理论文字[71]。明·兰茂《滇南本草》中记载

“淫羊藿羊油拌炒，味微辛，性微温”。同时淫羊藿

入药由生用逐渐转为炮制后应用，历代医家用药经

验从利小便、益气力、强志、坚筋骨等药效作用逐

渐转变到主治以冷风劳气、四肢不仁、补腰膝、强

心力、壮肾阳为主，淫羊藿的药性也随之由寒性转

为温性，这是传统中药药性本身的临床实践客观性

所导致的直接药性成因。 

5.3  历代临床用药倾向影响淫羊藿四气药性形成 

中药药性不完全如同现代物质概念中的自然属

性[72]，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知识认知体系。药

性理论是人们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并以中医的阴

阳、五行及脏腑经络等学说作为理论基础逐步探索

实践加以论证的。单味药药性成因假说认为，单味

药诸多药效的临床选择性应用、药性归纳过程中人

为思辨论证时诸多中医理论流派选择的主观倾向

性，共同表现为药性形成过程中的历代临床用药倾

向性。 

针对历史上淫羊藿药性演变而言，宋至清代，

在淫羊藿由生用逐渐转为炮制后应用；在效用大框

架不变，功能主治发生调整的情况下，药性性寒认

知流派与药性性温认知流派仍然共存，且均存在理

论阐述合理性的情况，即是单味药药性临床用药倾

向性的结果。同样地，明清至现代，由于用羊脂拌

炒的炮制方法，治痿、强筋骨的功效类别属阳性药

的典型功效认知范畴已是共识，结合漫长的临床药

效实践显示的生品与炮制品的差异性，淫羊藿药性

性温逐渐成为主流认知流派，这是临床治疗过程中

所体现出来的药效作用和历代临床用药倾向共同作

用的结果。 

综上，淫羊藿药性演变可归入第 III 类别演变模

块，其显著特点是，随着中药炮制技术引入中医药

临床实践，中药炮制理论的逐渐成熟、完善，淫羊

藿生品与炮制品药性分化、更新，而更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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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与展望 

“中药药性理论”作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要基

础理论体系，自《内经》《本草经》核心理论概念形

成发展至今，通过历代临床实践下的单味药药性形

成、演变、发展、完善与总结，已经形成了相对稳

定且符合临床实践规律的知识认知体系。 

通过结合既往单味药药性成因假说视角下，单

味药药性深度挖掘研究结果，本文建立了单味药药

性研究的“范式”研究规则及“单味药药性形成演

变分类范式模块”研究方法。以淫羊藿药性成因解

析为例，在承认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药效物质基础

主导的临床功效是中药药性成因的基本前提条件

下，聚焦单味药药性本身，以化学药研究思路下的

药效成分实证性研究结果为导向，着重分析古人临

床经验总结下的中医思维模式与中医药用药理论依

据，深入挖掘单味药历代临床医家的用药倾向，辨

析历史上单味药药性具体成因、影响因素，并按主

要特征，将结果纳入中医药理论体系视角下的“范

式”单味药药性成因分类模块体系。 

随着今后各类“范式”模块分类体系下单味药

药性研究数量的不断累积，继续利用目前药性研究

中普遍展开的各类药效实证性研究，开展同类别模

块下的“中药药性理论”科学内涵研究，用以表述中

药成分物质与中医哲学思想相统一的“中药药性理

论”现代科学内涵的整体性特征，应该是一种科学

合理的“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方法，值得深入探讨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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