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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究的方法学思考
□ 欧阳兵 　王振国　王　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对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究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指出了应遵循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认为应
确立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指导的研究思路，树立开放式、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指导思想，实施文献研究、

实验研究、临床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注重开展中药基础成分的体内代谢生态学研究，研究过程中

既要注重单一成分的药效作用，也要注重多种成分的群体效应，具体采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

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中药　四性　物质基础　研究方法

　　当前，随着中药现代研究的不
断深入，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渐次浮

出水面，成为中药现代化发展的瓶

颈。中药四性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

制研究便是近几十年来我国医药学

界长期想破解而又难以破解的一道

学术难题。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

最终还要归结到研究思路与方法上

来。中药现代化研究事业是一项繁

重的系统工程，破解中药现代研究

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既需要学术

思想上的不断创新，更需要在认识

论和方法学上有所突破。现就此问

题作一探讨。

１　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
究概述

　　近几十年来，多数学者主要从
以下诸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

１１　药物、机体间热能反应关系
与四性的相关性研究［１～３］　大体有
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药

原药物产生热能的差别对机体自身

热能反应状态的影响是决定药物四

性发生的基本物质基础。另一种观

点则基于生物热动力学角度，认为

中药四性与药物所含物理内能密切

相关，这种观点认为，药物在体内

运行过程中，凡能为机体释放热能

者即为热性药，凡能为机体吸收并

带走热能者即为寒性药。

１２　药物对神经系统功能影响与
四性的相关性研究［３～６］　此类工作
的着力点主要是从不同药性药物对

神经系统递质的合成和释放的影响

角度出发进行研究。部分学者认为

抑制交感神经递质的合成和释放可

能是寒凉性药物的基本作用之一，

反之，能促进交感神经递质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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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释放可能是温热性药物的基本作

用之一。有学者认为，不同药性中

药对中枢神经递质含量的影响亦不

同。兴奋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中药

多属温热药，而抑制中枢神经系统

功能的中药多属寒凉药。

１３　药物化学成分与四性的相关
性研究［７～９］　可分为有机成分研究
和无机成分研究两大类。多年来，

国内学者热衷于从中药有机成分入

手进行四性的物质基础研究，但研

究显得比较杂乱，基本仍限于小范

围的单味药研究，系列药物研究不

多，没有理出可信服的、有规律的

研究结果。无机成分研究方面，进

行了常见元素、微量元素、稀土元

素等的相关性研究，此方面也理出

了一些看似有规律的结论，但问题

在于不同研究者之间结果差异很

大，有的甚至相反，令人难以适

从。

１４　药物对机体内分泌系统功能
影响与四性的相关性研究［４，１０］　部
分学者对寒证和热证患者进行观察

分析后，发现热证患者大多有肾上

腺系统功能偏亢表现，寒证患者则

多表现为交感肾上腺功能偏低。而

寒凉药可抑制儿茶酚胺类物质的合

成，并对肾上腺皮质功能有抑制作

用；温热药对肾上腺髓质、皮质功

能等有增强作用。同时，长期给寒

凉药的动物肾上腺皮质、卵巢黄体

等内分泌器官功能受抑制，对刺激

反应迟缓；而长期给温热药的动物

肾上腺皮质反应性增强，延迟反应

加快。故认为不同药性中药对机体

内分泌系统功能的调节作用，是中

药四性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

１５　药物主要有效成分分子量与

四性的相关性研究［１１］　有学者研
究分析后发现，中药主要有效成分

分子量在２５０以下者多表现为温热
药性，而主要有效成分分子量在

２５０以上者多表现为寒凉药性。故
认为通过对中药主要有效成分的分

子量进行标识，可以大体界定一味

中药的基本药性。

１６　分子药性假说［１２］　分子药性
假说认为中药虽含有众多的化合物

分子，但并非所有分子均是有效成

分，往往是其中一些具有一定骨架

的化合物或不同骨架分子组成的分

子群表现出特定的治疗作用。这种

治疗作用，用中药理论概括，可以

归纳为一定性味的体现。故认为在

分子水平上，可以确定中药所含有

效分子群或主要成分与中药性味之

间的关系。

２　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
究可行的思路与方法

　　笔者认为，进行中药四性的物
质基础研究应遵循以下思路与方

法。

２１　确立以中医药学基本理论为
指导并贯穿始终的研究思路　目
前，在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究上要

想取得新的突破和成就，创新理论

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

构建现代中药药性理论体系，从而

达到中药药性基本理论的科学阐述

和微观化表征，让世人了解中药，

使中药走向世界方有可能。而确立

起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并贯穿研究

过程始终的研究思想，是这一研究

正确开展的前提和保证。只有这

样，中药四性的物质基础研究才能

很好地保持中医药学理论与临床应

用的特色和优势，体现继承与创新

相结合的思想，实现对传统的超

越。也只有坚持以中医药学理论为

指导，才能使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

究的最终成果，既能实现现代语言

的表述和现代科学的阐述，具有时

代特征，又能在确定自我主体的前

提下，进行传统与现代的渗透与融

合，从而为现代中医学理论体系提

供新的理论思想和认知系统。

２２　确立采取文献研究、实验研
究、临床研究相结合的三段式研究

模式　中医科研从其发展历程和方
法论上说，有其独特的研究模式。

进行中药四性的物质基础研究，必

须遵循先文献研究、再实验研究、

再临床研究的三段式研究模式，而

且三方面缺一不可。对于中药四性

理论现代研究来说，文献研究是基

础，实验研究是手段，临床应用是

目的。缺少文献研究，将会削弱实

验研究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架空临

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同样，缺少

实验研究，中药四性的物质基础研

究又难以走向定量化和科学化；缺

少临床研究，四性的物质基础研究

更是失去其根本的实践意义，而在

这种三段式的研究模式中，文献研

究又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研究阶

段。“中医文献研究工作永远给中

医学研究提供不朽的平台［１３］”。只

有在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基础之

上，正本清源，科学界定中药四性

理论思想体系和中药科学合理的四

性属性，才能托举起中药四性物质

基础研究的尖端科研。

２３　确立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　进行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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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十分重视宏观整体性研究和

微观分析性研究的有效结合，将宏

观整体性研究放到与微观分析性研

究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在分子水

平、细胞水平、器官水平、整体水

平等多个层面开展工作，并将不同

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在研究

中药基础物质成分、实验药理作用

之后，还须研究二者与中药药性理

论之间的关系。探索出物质成分、

实验药理作用与中药药性及其相关

的理论之间有无规律、有何规律，

力求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角度客观表

述中药四性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

制。从科学研究的立场来看，四性

研究中的宏观研究只能保证对药物

整体认识的准确性；而微观研究可

以保证对药物局部认识的精确性。

所以，只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

结合，才能客观、准确地全面认识

中药四性理论的全貌。

同时，中药基础物质成分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同样是

十分重要的。当前，研究界对许多

中药有效物质成分的研究，从其药

理作用到产生作用的物质基础已取

得了很多成果，但定性定量的有机

结合性研究尚未尽人意。定性方法

目前还主要停留在运用古代阴阳理

论和根据自然界气候、地理等因素

对中药性味可能产生影响的逻辑推

理上以及与其所含部分物质成分的

相关性上。定量研究仍较为粗略和

模糊。因此，根据药物有效物质成

分对机体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的

不同，应该可以做到对其属性进行

更符合现代医学认知模式、更精确

和更具说服力的定性定量分析。在

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过程

中，要着重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

是所谓的 “无效成分”只是针对

某一种或某几种药理模型而言的，

并不能因此忽视它们的作用；二是

含量较低的成分，对应的药效作用

不一定就小，要对这类成分有足够

的重视。

２４　采取开放式、多学科协同攻
关的指导思想　中药本身是一个复
杂体系，对它的分析研究要求很

高。而当今蓬勃兴起的世界新技术

革命，使科学技术空前广泛地深入

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新的分析

方法已将人们的视见能力拓展到难

以想象的微小空间，现代生物学、

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

发展为传统中医药学的现代研究提

供了全新的手段。在这种大的科学

背景环境下，中药四性的物质基础

研究应当是也必须是开放性的、全

方位的、多学科协同攻关的系统研

究，只有采取这种指导思想，我们

的研究工作才能不断地发展、完

善，获取到有价值的成果，从而产

生质的飞跃，形成新的理论和学术

思想，更有效地指导中药药性理论

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２５　注重开展中药基础成分的体
内代谢生态学研究　归根结底，中
药寒热药性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

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

效总结而来的。中药本身固有的有

效物质成分研究当然是进行中药四

性物质基础研究的最基础性工作，

但是，对中药基础成分在体内的代

谢转化过程的研究，如血清药物化

学研究、肠道菌群对药物代谢的影

响、肝脏代谢对药物有效成分的影

响等，也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某种

程度上讲是更重要的。化学成分间

的水解转化可促使某些成分发生质

或量的变化，另外，一些化学成分

可形成复合物，导致新成分的生

成。因此，可以明确地是，中药在

进入体内后，经过体内物质如消化

酶、肠内菌等的作用和代谢，许多

成分发生了变化，真正发挥药物疗

效作用、体现药物四性本质特征的

并不一定是药物中的原形成分。近

年来的研究也表明，中药经口服

后，许多成分并不能被吸收，真正

起药效作用的是吸收后进入血液中

的其他次生代谢形成的化学成分，

这些成分有的是其胃肠道代谢的产

物，有的是组织器官中的代谢产

物。所以，采用血清药物化学或血

清药理学等研究方法进行中药基础

物质成分的体内代谢生态学研究是

进行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究必须进

行的一环。

２６　既要注重单一成分的药效作
用，也要注重多种成分的群体效应

总体而言，可以认为中药寒凉、温

热药性的物质基础可能有共性，既

有反映同一药性的类似结构化合物

或成分，也可能反映同一药性的有

效成分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成分综

合作用的结果或不同成分表现同一

药性。故研究四性与中药基础物质

成分关系时，既要注意单一成分的

药效作用，也要注意多种成分的群

体效应。中药药效既有物理性作

用，又有化学性作用，还有生物性

作用。因此，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中

药物质成分组群中分析出具体的有

效物质成分群进行研究，然后再演

绎到复杂成分体系中进行关联，是

（下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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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甘草汤对高尿酸患者体质及疗效之评估

□ 吴宗修１，３ 　郭诗涌２　陈立奇４　杨玲玲１

（１．台北医学大学药学院　中国台湾　２．台北市立万芳医院　中国台湾
３．中台湾心血管中心惠和医院　中国台湾　４．台北荣民总医院　中国台湾）

　　摘　要　目的：探讨芍药甘草汤治疗高尿酸血症患者之疗效，评估血清中尿酸及患者体质之变
化。方法：对照组为健康正常者，治疗组为高尿酸患者，经中医师诊断后将其分成实证组与虚证组，

均给予芍药甘草汤治疗４周后，分别测定血中之尿酸值及应用梁月华修改 Ｗｅｎｇｅｒ自主神经平衡因子
分析法而制定的综合指标来测定体质之变化。结果：（１）对血中尿酸之影响：治疗组的血尿酸在治
疗前后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２）高尿酸血症患者之体质：实证组和对照组比较自主神经功能以交
感神经功能增强为主 （Ｐ＜００５）。而虚证组和对照组比较自主神经功能则以副交感神经功能增强为
主 （Ｐ＜００１）。经芍药甘草汤调养４周后：实证组给药前后并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虚证组给药前
后则有明显的改善，Ｐ＜００１。结论：芍药甘草汤可以降低血尿酸浓度，且具有调节高尿酸血症患者
自主神经平衡状态的作用。尤其对于高尿酸血症虚证患者，芍药甘草汤具有调节副交感神经的功能，

可能是治疗虚证体质的原理之一。

　　关键词　Ｗｅｎｇｅｒ自主神经平衡因子 自主神经功能 高尿酸血症　芍药甘草汤　实证　虚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达，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也
随着增加。据统计，高尿酸血症患者约占总人口中的

５％ （２～１８％）左右，其中约有５～１０％会发展为痛
风。高尿酸血症与 “普林”的整个代谢过程的异常有

关。

“芍药甘草汤”源自于东汉。《伤寒论》：“芍药

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酸以收之，甘以缓之，酸

甘相合，用补阴血。”《医方集解》曰：“治腹中不和

而痛。仲景用治误表发厥，脚挛吐逆……此太阴阳明

药也，气血不和，故腹痛。白芍酸收而苦泻，能行营

气。炙甘草温散而甘缓，能和逆气。又痛为木盛克

土，白芍为泻肝，甘草能缓肝和脾也。”故在中药标

准方中分类属和解之剂，主治里热虚证［１］，具有缓急

止痛的效果。

传统中药方剂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已为人们所证

实。在本实验我们观察了１７例高尿酸血症患者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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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使桂枝疏太阳之经生源有

继；芪、归益气养血；珍珠母宁

神。葛根为治颈椎病要药，升津疏

经。重用芍、甘以助疏经解挛之

力；全虫以通络。其脉证治符合病

人即时客观，故能取效。

５　体　会
以上诸方均以调和营卫的桂枝

汤为基础方变化而来，营卫之气为

什么如此重要呢？是因为：（１）营
者，水谷之精气也。营气出于中

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上注于

肺，受气取汁，化而为血，以奉生

身，莫贵于此。其行始于太阴肺

经，渐降而下，而终于厥阴肝经，

随宗气而行于十二经隧之中。（２）
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卫气出于下

焦，渐升而上，每日平旦阴尽，阳

气出于目之睛明穴，上行于头，昼

自足太阳始，行于六阳经，以下阴

分；夜自足少阴始，行于六阴经，

复注于肾。昼夜各二十五周，不随

宗气而自行于各经皮肤分肉之间。

若夫营卫之气不行，则水浆不入，

形体不仁。营卫之气泣除，则精气

弛坏，神去而不可复收。是以陈阴

阳，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

邪不能害，气立如故。可见调营卫

之义，为人身之先务矣！ （３）营
卫二气皆胃中之谷气所生，二气得

其和平，皆由脾胃盈余之所致。膀

胱太阳之气总六经而统摄营卫，为

营卫之外藩，主一身之表。《灵枢

·百病始生篇》曰：“风雨寒热，

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痹病的

发生，不外内因和外因，内因

（此指营卫不和）是发病的重要依

据，起决定作用；外因风寒湿等邪

是致病的条件。若内气充盛，表气

强壮，卫固营守，邪气无由而入

也。若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

痹。可见治痹时调和营卫多么重

要。桂枝芍药知母汤，主治营卫不

调，始于风寒湿痹，继而郁久化热

损伤津液，呈寒热错杂之症；黄芪

桂枝五物汤，温经和营，养血通

痹；当归四逆汤，调和营卫，温经

散寒，养血通脉，治血虚风寒湿痹

而寒凝重者；桂枝加葛根汤，调和

营卫，祛风解肌，升津舒经，治痹

而风偏重者。这些名方，只要抓住

营卫不和之病机，可广泛的化裁运

用，并收到较好的疗效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

（上接第３６页）
中药四性物质基础研究的一个难点

和切入点［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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