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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医药传统理论思想!整体观"辨证施治进行了阐释!分

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在本质上的共通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医防治疾病过程进行了诠释!然后探讨了过程学思想与

现代科学理论以及中医药基本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过程学思想是沟通现代科学理论与传统中医药理论之间的桥

梁!符合二者的思想精髓!将其引入到中药制造过程中!指导实践活动!是中医药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需要!是中医药学与其

它自然科学之间交叉发展的必然!最后基于过程学思想构建了中药制造过程研究实践模式!并对该实践模式的操作流程进行

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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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至今$我国药学研究人员在药物的

鉴别%提取%分离%纯化%药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果$社会各界也投入了大量资源& 但是$过去我们的

研究大多局限于药物制造过程中的某一操作单元$

没有从系统学角度整体把握$将整个制造过程链接

起来$对过程链各单独环节研究有一定的成熟度$但

是没有对各环节之间的动态关联进行深入研究$缺

乏对中药制造过程链的系统认识与分析$对过程链

的信息的传递规律把握不够$其控制手段更是不足&

然而$在中医防治疾病过程中$我们早就应用到了过

程学的思维$中医防治疾病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复

杂系统过程$中医以人为对象$应用整体观与辨证施

治等基本理论$首先通过望闻问切收集疾病信息$然

后系统整体地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最后将这些信

息传递到处方中$从而对疾病进行治疗$使人体重新

达到一种有序的动态平衡& 中药制造是以中医药的

基本理论为指导$在中药制造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

中医整体观%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应该在制造过程

中体现处方中的信息$即制剂要保留处方的全部信

息& 但是$由于我们缺乏对中药制造过程链的系统

认识与分析$导致中医处方中的信息在中药制造过

程中没有得到很好体现$甚至有些信息在制造过程

的传递中衰减& 在科研%生产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

问题$例如$口服液澄明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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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液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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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投入了非常多的精

力在某几个操作单元$过多的关注某几个理化参数%

物质的变化$忽视了其它过程环节对这些问题影响&

其实$依据传统的中医整体观%辨证施治以及现代的

过程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理

论思想$中药制造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系统过程$具有

一般系统的特征$整个过程的各单元操作都是系统

的组成部分$各单元操作之间动态关联$各种代表系

统属性的信息以不同形式在过程链各环节之间相互

传递$并且维持着动态平衡& 我们在研究中$如果孤

立的看待某些问题$并试图寻找解决途径$可能对某

一些简单问题有效$但是不适宜于复杂问题的分析

与解决$因为缺乏对整个过程链的信息传递的关注$

可能导致系统信息在各过程环节之间传递的过程中

衰减$甚至不匹配$从而使系统属性改变$引起各种

复杂问题$这与中医整体观%辨证施治理论相违背&

由于中药自身的复杂性$在中药制造过程中我们很

多时候需要面对复杂性问题的挑战$因此$非常有必

要应用过程学的思维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应用现代理论阐释中医药核心思想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智慧结晶$中

医药理论有两个基本思想)整体观和辨证施治$这是

中医药学的核心所在$贯穿于整个中医药实践活动&

从本质上讲$中医药的两个核心思想与现代科学理

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思想不谋而合& 下面

对中医药的核心思想与现代科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做

一阐释&

"$"!中医整体观与系统论!中医整体观核心思想

为两点)!"#人体各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人

受环境影响& ,天人合一-即明确指出天%地%人是

一个整体& 中医的整体观与系统论相符合$系统论

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以及规律的学问$它研

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 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

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 系统论的核心

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

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

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

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 系统论与中医整体

观都明确的提出了整体是由系统各要素组成$各要

素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决定系统功能& 中药制造作

为中医药防治疾病过程中的信息传递环节$应该与

中医整体观相结合$应用系统的思维来分析整个制

造过程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关联$将各环节动态链接

起来$而不是将各环节孤立开来研究$忽视过程链各

环节的关联性%整体性$最终才能确保药物制造过程

的科学性%合理性&

"$#!辨证施治与信息论"控制论!中医在防治疾病

过程中除了应用整体系统的思维分析天%地%人之间

的关联性与整体性外$还应用了信息论%控制论的思

想$中医辨证施治过程$就充分体现了二者$中医辨

证是运用四诊收集疾病的客观信息$结合中医理论

!三因%四诊%六经%八纲%脏腑%气血等#分析辨证

!即证候#$从而认识疾病的病因病机$同时注意病

情的发展趋势与邪正盛衰$整个辨证过程$包括疾病

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等$体现了信息论的核心思

想"施治则体现了控制论的核心思想$其实$疾病治

疗的过程就是对疾病信息调控的过程$中医在辨证

的基础上$依据疾病的证候信息$而采用相应的治疗

方法$遣方用药$将疾病信息传递到处方中$从而达

到对疾病的调控$使人体维持有序的动态平衡状态&

中医辨证施治过程各环节都存在着信息的传递与控

制&

中药制造过程$即辨药施制的过程$是以药物制

造过程链为对象$各环节之间也存在着药物信息的

传递与控制$但是过去我们局限于某一环节或者某

几个环节的信息收集%分析%调控$忽视了各环节之

间信息的传递以及信息的关联性%整体性$导致药物

信息在各环节之间传递时衰减$最终体现出药物功

效的降低$甚至出现药物稳定性%安全性问题& 因

此$中药制造过程中需要以辨证施治思想为指导$应

用信息论%控制论的理论$对药物信息传递规律进行

科学%合理%实效的分析%控制$从而保证药物安全%

稳定%有效&

"$&!中医防治疾病过程的认识!中医防治疾病的

过程由辨证施治过程和中药制造过程组成& 辨证施

治的过程$包括诊断%分析疾病证侯%遣方用药三个

环节$依据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观点$这个过程

实质上是以系统整体的思维来宏观分析整个过程各

环节之间的动态关联性与整体性$在此基础上关注

疾病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然后将这些信息传递

到处方当中$从而治疗疾病$调控人体的动态平衡$

这三个环节本质是信息的传递与控制$首先人体疾

病信息传递给医生$医生对疾病信息进行分析$确定

证侯$然后将证侯的信息传递到处方当中$从而对疾

病进行控制$整个过程体现了,疾病6证侯6处方-各

环节的信息对应传递& 中药制造过程$是在中医处

方基础上$对药物进行制剂$包括药物的鉴别%提取%

分离%纯化%药效研究等环节$其本质也体现系统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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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论%控制论的思想$中药制造过程应该在中医防

治疾病过程这个大前提下$追溯信息本源$将中医辨

证施治中的信息继承保留下来$转化为药物信息在

整个制造过程中传递$以整体观与系统论相结合来

认识整个制造过程的关联性与整体性$将过程各环

节链接起来$并对药物信息在各环节之间动态传递

规律进行研究与控制& 此外$中药制造过程还应该

体现,处方6制剂-的信息对应传递$这样才能保证辨

证施治过程中的信息在传递至中药制造过程链时不

衰减$才能最终确保药物安全%稳定%有效& 总之$中

医防治疾病的过程实际上是由疾病%辨证施治%中药

制造等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过程$具有一般系

统的特征$各环节之间相互关联$构成系统整体$其

本质为信息在各环节之间动态传递$并且人们根据

数千年以来的实践经验总结了信息在各环节之间传

递的一些规律$从而对系统进行调控$使整个系统维

持有序的动态平衡&

#!应用过程学思想阐释中药制造过程

在我国$过程学在化工%能源%资源%环境%材料%

石油%冶金%生物%管理%物流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

应用$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过程工程研究所$对物

质的化学%物理和生物转化过程中物质的运动%传

递%反应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国家发展

提供物质基础的过程工业& 过程学的思想是系统

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的思想精髓的集

合$过程学应用了系统的观点来分析整个过程$以信

息来体现过程各环节之间的动态关联性以及整体

性$并采取调控手段来控制整个过程$使整个系统维

持有序的动态平衡& 依据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耗散结构理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与中医药基本理论之

间的联系$过程学也符合中医整体观$辨证施治理论

的核心思想$它构架了现代理论与传统中医药理论

之间沟通的桥梁& 过程学认为过程由过程链各环节

组成$各环节构成了一个整体$相互关联$各过程环

节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传递$过程维持着动态平衡$这

种动态平衡可以控制优化& 无论是中医辨证施治过

程$还是中药制造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过程学的思想&

中药制造过程是由提取%分离%纯化等操作单元

组成$各单元之间相互关联$构成过程链的系统整

体$药物的化学信息%物理信息%热力学信息%动力学

信息%药效信息等信息在各单元之间转化%动态传

递$这些信息使药物制造过程维持在某一动态平衡

状态$这一平衡状态决定了药物的品质$信息衰减或

者转变会改变系统过程自身属性$打破过程链的初

始平衡状态$系统将建立新的动态平衡体系$表现出

药物品质的改变$从系统信息转变到系统建立另一

平衡体系的这一过程中$依据过程学思想$可以对信

息进行控制$即在制造过程中对药物的理化参数%药

效作用等进行科学%合理调控$让建立的新平衡更有

利于药物品质的提高$即让药物更安全%稳定%有效&

&!基于过程学思想的中药制剂过程研究模式

将过程学的思想引入到中药制造过程研究当

中$既要符合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特点$又要体现过程

学的核心思想$就需要将中医药基本理论与过程学

思想相结合$应用过程学的系统分析%信息采集与反

馈%过程调控%系统修正等手段$对中药制造过程链

各环节的信息传递规律与控制进行试验研究$构建

基于过程学思想的中药制造过程研究模式$其具体

操作流程见图 "%图 #&

图 "!研究实践模式

图 #!操作流程

&$"!预期目标的确定!应用过程学研究中药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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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即让整个中药制造过程

合理%科学$使通过该过程制造的药物安全%稳定%有

效& 在研究实践中$首先需要确定预期目标$对于中

药来说$预期目标为药物安全%稳定%有效&

&$#!复杂系统的构建!目前$我们在科研实践中经

常选择几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试验$试图找到最佳

结果$这种实践模式不符合中医药基本理论特点$与

过程学思想相违背$以这些因素构建的系统不能真

实反映客观系统的复杂性%整体性%关联性$试验所

得出的结果也可能表现为失真& 因此$基于过程学

思想的复杂系统构建$应该充分体现出系统的开放

性%代表性%真实性& 中药制造过程链实质是一个复

杂系统$是由过程链各操作单元构成& 在确定了预

期目标的前提下$需要围绕着这一目标来构建实现

该目标的系统体系$基于过程学的思想$首先应分别

对整个制造过程链的各环节进行系统分析$通过试

验研究尽可能全面的找出各环节的主要信息以及主

要信息在各环节之间的动态传递规律$例如$有效成

分信息$在提取环节表现为含量$而在药效研究环节

表现为药理作用$并且有效成分的信息$在提取环节

与药效研究环节之间动态传递$呈现出含量信息与

药理作用信息之间的关联性& 然后$以这些主要信

息来构建整个制造过程链的复杂系统$让所构建的

复杂系统具有充分的开放性%代表性%真实性&

&$&!系统定向控制!定向控制室是过程学思想的

核心$将过程学引入中药制造过程链研究$其根本目

的在于对过程链各环节的有效控制$从而确保系统

维持在有序动态平衡状态& 实践过程中$在完成中

药制造过程链构建后$需要采取定向控制手段$对药

物理化信息%药效信息等的传递进行定向调控$避免

信息衰减%改变$以保证系统的平衡状态不被打破$

与预期目标相符& 目前$定向控制的手段在化工工

艺过程中已经应用十分广泛$在中药制造过程中的

应用还很欠缺$在生产中其具体手段主要为自动化

设备%在线监测仪%计算机%中控软件等的应用&

&$)!实际结果与信息反馈!在科研%生产实践中$

虽然采取了定向控制手段$但是最终得到的实际结

果可能会与预期目标发生偏差$这种结果偏差以信

息反馈形式传递给科研工作者$然后$科研工作者再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对系统进行修正& 目前$实

际结果信息的获取已经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体系$

包括药物的稳定性检测%含量检测%安全性评价等$

但是实际结果信息反馈以及对反馈信息的过程性分

析关注度不够$往往局限于某一操作单元$缺乏对整

个过程链各环节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导致解决问

题的途径实效性不高& 因此$有必要根据反馈的信

息对过程链整体进行分析研究&

&$1!系统修正!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偏差信息

反馈回来后$基于过程学的思想$设计诊断性试验$

对过程链各环节进行定向控制$对初始构建的复杂

系统进行修正$即重新调控各环节的主要信息$让这

些信息更符合预期目标的需要$然后对修正后的系

统重复上述实践过程$直到实际结果达到预期目标&

系统修正的主要手段是采取适宜的诊断性试验$定

向调控构建系统的主要信息$根据诊断性调控结果$

对系统进行优化$加入对实际结果有主要影响的信

息$剔除对实际结果影响微弱的信息$最终保证所构

建的复杂系统的科学性%合理性%实效性&

)!结语

目前$中医药从理论%思维%技术已得快速发展$

但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的一般思维模式%解

决手段显得无能为力$要想有所突破就需要在继承

传统中医药理论精髓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拓展视

野$引进现代先进理论方法$服务于中医药& 中医药

领域应该从理理论方法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地促使中医药得到发展$依据普利高金的耗散结

构理论思想$就是要开放中医药这块传统领域$与外

界进行理论方法的充分交换$去粗取精$凝炼中医药

的思想精髓$构建符合中医药特色的实践模式$寻找

一条适宜于中医药发展的道路& 过程学的思想是基

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的思想精

髓发展而来$符合中医药整体观%辨证施治等传统理

论的特点$在许多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将其引入

到中药制造过程中$指导实践活动$是中医药基本理

论与时俱进的需要$是中医药学与其它自然科学之

间交叉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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