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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复方物质基础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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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疾病模式的转变和$回归自然%热

潮的兴起#中药复方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复方物质基础的研

究更是热点问题之一&''

( 本文拟从以下五方面对

复方物质基础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复方物质基础的认识问题

何为复方的物质基础目前已存在许多不同的观

点#如全成分论&"'

)多成分论&&'

)有限成分论&$'等

等( 罗国安等认为中药复方效用的物质基础应是广

义的化学成分#包括无机物)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及生

物大分子三大类( 说清中药复方中全部成分目前尚

无可能#而且无此必要( 结合药理研究#找出其起药

效作用的那些有效化学部分)有效化学成分#即可基

本说清中药复方的化学成分( 而结合化学成分研

究#从药效和作用机理方面就可说明各有效化学部

分和有效化学成分所起的有主次的多靶点)有机整

体协同的治疗效果&%#+'

( 杜冠华提出了有效成分组

学的概念#认为中药复方中所含有的所有与该复方

临床应用目的密切相关的药理活性成分就是复方有

效成分组&,'

( 武孔云等认为中药复方中能实现该

方功用并起主治作用的所有化学成分构成了该复方

的药效物质基础#即有效系统#有效系统中的化学成

分互相联系#具有不可分离性)相互制约性#表现出

整体取效的特征&)'

( 刘建勋等认为对中药复方作

用物质基础的认识必须与中医药理论紧密结合#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药复方本身所含的化学成分是

固定的)绝对的#但其药效成分是变化的)相对的#要

以动态的观点结合中药复方具体的应用环境来认

识( 凡是能治疗中医证与病!中医的病或西医的

病"的化学成分就是中药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

(

另外有观点认为#中药复方的效应物质基础是

服用复方后在体内!血)尿)胆汁)肠道内容物等"检

测到的#对某一病证有效的成分&'#'

( 笔者认为血清

或其他体液中的成分#无论来源于胃肠道)肝脏的首

过效应还是在体内相互作用产生的新成分#应视为

复方与人体作用后的产物#非复方真正的物质基础(

"!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问题

中药复方组成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经长期临

床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对中药复方进行研究#首先必

须了解中医药理论#并依此指导研究工作&'''

( 物质

基础研究也不能例外#但如何实现是一大难题#有学

者认为在复方研究中#是取方证相对模式还是取方

病相对模式#是区别把复方作为中医药研究还是作

为天然药物研究的分水岭&'"'

#可见$证%是关键所

在(

在目前$证%模型还难以建立#$证%本质还未能

阐明&'&'的情况下如何尽量体现中医药理论的指导#

以下观点可能值得参考*姚新生等认为应进行多指

标活性筛选以综合地反映复方的药效&'$'

+程永现等

认为活的整体动物模型用于复方这个特殊对象的研

究可能更为合适&'%'

+马春涛等认为复方的效应物质

基础可以病证结合模型为依托#用多个指标#借助计

算机软件系统从不同侧面来说明#应避免用某一成

分的药代动力学参数来代表复方的动力学规律&'#'

(

&!遵循整体性原则问题

中医强调辨证施治#从脏腑的联系)人和自然关

系等方面#采用复方中的多种化学成分#多靶点)多

环节!途径"调节整个机体的动态平衡#中药复方具

有化学成分高度复杂性和治疗整体性两大特性#复

方治病是一动态调节过程&%#'+'

#中医将人视为一个

整体#中药复方也具有整体性&','

#故复方物质基础

研究必须遵循整体性原则(

将复方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无论是

药效实验还是提取分离复方中的有效物质#都是以

整方进行+在提取分离复方中的有效物质时#不强调

以获取某一单体为最终目的!复方物质基础可能是

一个群体组合"+在研究中采用多模式)多指标)多

手段特别是现代化手段等做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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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层次的定位问题

目前复方物质基础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次进

行#即药味层次)有效部分!或有效部位"层次和有

效成分层次&%#-'

( 药味层次的研究主要用拆方分析

法#通过拆方逐渐缩小研究范围#最终搞清楚哪几味

是必须保留的#从中再去寻找有效成分&')'

#如从当

归芦荟丸到青黛再到靛玉红( 有效部分层次的研究

主要是采用现代分离手段#将复方分离成不同的化

学部分#以复方的效用为评价#最终确定复方的有效

部分或有效部分群&%#+#'-'

#而有效成分层次的研究一

般是在有效部分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技术

将各有效部分进一步分离成各个单一的化学成分#

确定有效的成分或成分群#再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如

当归芍药散防治老年痴呆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研

究&"#'

( 在层次的定位问题上#罗国安等认为有必要

在三个层次上进行研究&%'

#刘建勋等认为在现阶

段#将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定位于有效化

学部位是比较合适的&-'

(

%!模型和指标的选择问题

作为筛选有效物质的$导向%#模型和指标在中

药复方物质基础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刘良及姚新

生等认为中药复方往往来源于临床#所选择的指标

应与临床主要治疗作用大体平行#才能真正地反映

复方的临床效用&"'' &'$'

+姚新生等认为要尽可能采

用多种活性筛选指标进行评估#尽量避免使用单一

的活性评估指标#以综合地反映复方的药效&'$'

+方

文贤认为不应一味地进行跟踪效仿式研究#采用西

医的所谓最新研究成果或最新指标作为筛选指

标&""'

(

显然#中药复方的研究应选择$证%的模型#但

目前$证%的本质还未能阐明#在筛选有效物质时大

多还是采用现代医学$病%的模型和指标#研究的是

关于该病和该指标的有效部位和有效成分( 笔者认

为在这种情况下#应选择那些能统领全局的$大%指

标#而不宜用多个比它$小一级%的指标#以尽量体

现物质基础的整体性和避免目标泛化现象#如高血

压模型#可能血压一个指标就要比利尿)

!

受体阻

滞)钙通道阻滞等多个$小指标%要好( 即使各指标

都能筛出有效物质#但各部分相加其降压功效未必

就理想#可能还会增加副作用#部分之和不一定等于

整体#有时又因所选指标之间的联系性难以明确#就

有可能割裂复方的整体关系(

$证%常常是反映在全身整体变化及多因素相

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

#可涉及到多系统)多脏器)

多种组织的病变&'''

#加上目前很多疾病的病理生理

和防治规律还远未揭示&"$'

#各种指标可能还会层出

不穷#而复方物质基础研究又有别于药理研究#所以

笔者认为以单一疾病作模型时#选指标应$宁好毋

多%#而$多指标活性筛选%应结合多模型)多途径

!如体内体外途径相结合"和多手段!如色谱)质谱

等工具的使用和统计学)化学计量学等多学科的交

叉"研究才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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