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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中药成分复杂、功效多样、作用机理不清等特点，一直备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近年
来，中药相关研究仍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广泛文献检索的基础上，从中

药研究新进展、研究热点及难点、存在问题、发展方向等方面作一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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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药研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经过广大中医药研究者不懈努力，中药在资源、鉴

定、化学、药理、疗效、物质基础、质量控制、新药开发等

不同领域均取得了一定成绩。

１１　中药鉴定新技术的应用　基原、性状、显微、理化
是中药经典的传统鉴定四大方法，在中药鉴定过程中

一直起主导作用，而基于传统的鉴定已难以满足科学

发展的需求。伴随着现代科技进步，一些先进的技术

也在不断引入到中药鉴定中。

１１１　ＤＮＡ条形码技术的应用　ＤＮＡ条形码是利用
基因组中一段公认标准的、相对较短的 ＤＮＡ片段来进
行物种鉴定的分子诊断新技术，是近年来生物分类和

鉴定的研究热点［１］。赵莎等以党参药材作为研究对象

获得 ＩＴＳ序列，稳定、准确地鉴别党参药材及其混伪
品。谷巍等以芡实及其近缘种药材为研究对象获得

ＩＴＳ２序列，以验证ＤＮＡ条形码对芡实及其近缘种药材
鉴定的稳定性与准确性，为芡实的快速准确鉴定及其

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张辉［２］选取药典中４５个动

物药，涉及基原物种５１种，分析样品 ＣＯＩ序列的种内
种间变异情况。

１１２　生物芯片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生物芯片技术
在中药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较多新进展［３］。如以中药材

石斛的５个品种作为实验材料，用抑制性差减微阵列
技术筛选品种特异性 ｇＤＮＡ探针，并以尼龙膜为载体
制得 ｇＤＮＡ芯片。待鉴样品 ＤＮＡ与 ｇＤＮＡ芯片杂交
后，经化学发光或荧光扫描检测得到杂交结果。通过

对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快速准确地确定石斛物种的属

性。

１１３　中药系统鉴定法的提出　中药系统鉴定法指
基于 ＤＮＡ测序技术及开放的 ＤＮＡ数据库，结合传统
的中药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等多种技术手

段，对未知药材、饮片及其粉末等的基原和真伪，进行

多方法、多角度的佐证和鉴别，达到中药鉴定客观化、

标准化和精确化的目的。该方法不仅大大弥补了单纯

依靠鉴定者经验的性状鉴别的不足，实现中药鉴定客

观化的目的，同时又利用了飞速发展的 ＤＮＡ开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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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强大资源，有利于实现对全世界范围生物类药材

的准确鉴定，尤其对疑难药材的鉴定具有不可比拟的

优势［４］。

１１４　光声光谱技术的应用　光声光谱的波长范围
很宽，从紫外区经可见区一直到红外区，能检测和分析

弱吸收、高反射和散射样品的光声和吸收特性，是一种

非破坏性和普适性比较强的光谱探测方法。罗泽鹏

等［５］将光声光谱技术应用于中药检测，利用自组建的

紫外、可见光光声光谱系统，测量了四种常见的中药的

光声光谱，得到了重复性较好的光声光谱图。此方法

的应用是中药检测技术的有益补充具有一定的探索性

和实用意义。

１１５　三维荧光技术的应用　和其他现代分析技术
（如色谱，质谱等）相比，三维荧光具有一些独到的特

点，如测试简单快速、灵敏度高、信息丰富、荧光峰位置

不随仪器条件而变化等。中药成分复杂虽然给分离带

来困难，但却给三维荧光指纹图谱带来良好的指纹性，

但三维荧光灵敏度高，给带来良好指纹性的同时，也给

图谱的重现性带来一定的困难，三维荧光不能像色谱

那样具有很好的分离效果，但其荧光峰的位置不受仪

器条件的影响，并且还为我们按荧光官能团解析中药

三维荧光图谱提供了可能［６］。

１２　中药的潜在功能被不断发掘　中科院昆明动物
所赖仞研究组发现了一系列作用于离子通道的蜈蚣神

经毒，并从中国金头蜈蚣中识别了一个专一的钠离子

通道 １７亚型（ＮａＶｌ７）抑制剂多肽 μ－ＳＬＰＴＸ＿
Ｓｓｍ６ａ。ＮａＶｌ７离子通道是研究无成瘾性镇痛药物的
重要靶标，该通道的选择性抑制剂几乎可用于各种疼

痛的治疗。研究发现金头蜈蚣来源的 μ－ＳＬＰＴＸ－
Ｓｓｍ６ａ对离子通道１７亚型（ＮａＶ１７）具有高度选择
性，对其他离子通道没有作用或作很弱。通过小鼠镇

痛动物模型研究表明，μ－ＳＬＰＴＸ－Ｓｓｍ６ａ具有比吗啡
更强的镇痛作用［７］。

１３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新思路　构建符合中药
自身特点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方法，有助于在该研究

领域取得突破。王庆国研究团队提出了特异性敲除法

研究物质基础的思路。用特异性敲除法研究药物成分

与该药物功效间关联度的原理类似于“基因敲除”，目

前证明这是一种研究特定基因功能的有效途径而被广

泛采用。同样中药的化学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某一

特定成分在整体药味中的作用亦可通过比较分析将其

敲除前后功效的变化，揭示该成分与整体药物功效间

的相关性。该团队利用葛根素免疫亲和色谱柱，成功

地对葛根药材提取物中的葛根素进行了特异性敲除，

并研究了葛根素敲除前后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分泌

ＥＴ－１水平的影响。结果提示葛根素与葛根影响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分泌ＥＴ－１的生物效应密切相关，为葛
根素与葛根功效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明确的数据［８］。

１４　中药新成分的发现　黄建华等［９］利用葡聚糖凝

胶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硅胶、ＲＰ－１８反相柱、中压等色
谱方法进行化合物的分离纯化从中药金铁锁中分离得

到两个环七肽成分，根据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光谱数据

进行结构鉴定，结果证实ＴｕｎｉｃｙｃｌｉｎＫ是一个新的天然
产物。彭文文等［１０］从中药枳壳甲醇提取物的乙酸乙

酯部位经硅胶、ＲＰ－１８、ＨＰＬＣ等色谱技术分离纯化分
离得到 ３个化合物，即 ｃｉｔｒａｕ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１）、ｌｉｍｏｎｅｘｉｎ
（２）、柠檬苦素（３），根据理化常数和波谱数据鉴定，化
合物１为一个新的色原烷苷衍生物。
１５　中药质量控制研究　当前国家中药质量控制与
评价体系由药品鉴别、药品检查、成分含量测定以及浸

出物四个项目组成。上述四个检测项目通过对中药及

其产品各种指标的检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全面有效

的控制产品质量，是一个较为严密的中药质量评价系

统。然而，有一部分中药，因为成分复杂，药效与所含

成分关系不确定，或者不好确定有效的定量分析模型，

使得上述评价体系不能科学有效的对其进行测评。基

于此，研究工作者从理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质量控制

研究。例如，提出了基于谱效整合指纹谱和基于中药

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的两种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模

式［１１］。

生物活性测定因具有整体可控、药效相关等技术

优势，其用于中药质量控制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作为

符合中医药特点的适用质量控制模式及方法，已逐渐

成为中药质量控制和评价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生物

测定法在中药质量控制和评价中具有独到的优势，主

要表现在：１）直接反映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２）量效
关系确切，可为临床用药剂量提供参考；３）忽略了中药
具体的物质组成，不受物质基础研究进程的限制，符合

中药物质基础研究现状；４）生物检定不仅可量化中药
的效价，生物效应谱还为中药品种品质定性鉴别提供

重要依据［１２］。

林建云等［１３］提出了应该丰富中药的多指标质量

控制模式。除了继续加强定性鉴别方面各药味的鉴

别，建立中药的指纹图谱外，主要是建立多指标的含量

测定控制模式，建立多指标的含量测定控制模式需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以确定含量测定的指标：１）充分考虑
中药中各药味所含的成分种类，需要综合考虑各药味

所含有的成分种类，对所含成分种类进行归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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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考虑中成药的功能主治与各药味的关联性。３）充分
考虑中成药的制备工艺与各药味成分的关系，尤其对

于采用多种工艺的制备工艺，可尽量一种工艺选择一

个含量控制指标，这样也比较符合工艺的需要。此外，

还有如申明金［１４］以各地产金银花中微量元素含量为

指标，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自组织特征映射（Ｓｅｌｆ－Ｏｒ
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ｐ，ＳＯＭ）网络对不同产地的金银花
进行分类，结果令人满意。

１６　中药药理研究　中药药理研究是中药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重要的科研领域之一。许多

研究者不断开拓思路，探索创新。一些新的研究理念、

研究方法不断涌现。

支持向量机是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由 Ｖａｐｎｉｋ
教授根据统计学习理论提出的，可用于模式分类和回

归估计。该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中医药领域。如蕾蕾

等基于已经发表的中药药理实验数据，使用支持向量

机的方法构建了中药药理作用预测模型，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版）收录的６２４味中药进行了中药
药理作用的预测，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为药理实

验研究提供参考。

近年来，以核酸为靶向的药物研究日益引发药物

学家的兴趣和关注，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设计开

发了一系列可与核酸分子结合的小分子药物并且阐明

了它们与核酸分子的结合机制。许多中药活性成分可

以与核酸分子发生相互作用，并呈现出一定的抗病毒

和抗肿瘤活性，这些得到研究的成分包括生物碱、黄酮

和皂苷类等。基于中药学理论和中医临床用药经验从

中药活性成分中筛选以核酸分子为靶向的先导化合物

或新药物是一个富有潜力的方向［１５］。

目前，网络靶标思想在中药方剂现代研究的多个

领域都取得发现。从生物网络的角度能够较好地理解

中药复杂化学体系与病证复杂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

从而为解释中药方剂的作用机制提供一定的科学依

据。同时，深入发掘中医组方用药的经验与特色，也有

助于推动复杂疾病的组合用药，个性化用药研

究［１６－１７］。

１７　中药药剂研究　药物 －磷脂复合物作为一种非
常有潜力的给药系统，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采用磷脂复合物技术，有效地改善了药物的溶解性能，

为其进一步制剂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磷脂复合物的各

种制剂新技术提高了磷脂复合物的分散性，有助于药

物的溶出，延长了药物在体内的循环时间，从而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１８］。

中药经皮导入给药治疗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将

中药单方或复方经提取、分离、纯化等工艺所得的有效

成分或提取物加入适宜辅料或基质制成膏剂，通过皮

肤表面给药，使中药有效成分恒速通过皮肤各层进入

体循环，从而发挥全身或局部的治疗作用。江苏省盱

眙县中医院［１９］应用中药经皮导入新技术佐治喘息样

支气管炎，与对照组相比，虽然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但喘息持续时间、咳嗽持续时间、住院时间

均明显缩短，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仅２例患儿在贴药
局部皮肤出现少许红色皮疹，停药后自行消退。说明

中药贴片经皮导入治疗方法简单，性能可靠（微机自动

调控），疗效良好，无创伤和明显不良反应，是理想的喘

息样支气管炎辅助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在中成药的制备中超微粉碎工艺占有一定优势，

特别是原粉直接入药的中成药，可用超微粉碎工艺替

代传统粉碎工艺，使生物利用度增加，同时减少药物用

量。细胞级微粉碎技术的应用，对提高药品生物利用

度与质量，降低药品浪费，有重要意义［２０］。

１８　中药疗效及机制研究的新理念　王凤霞等从石
膏地质成因角度出发，采用地质学与中药学结合起来

分析的新方法，探讨其中药疗效与作用机制分析得
出１）石膏形成经过强烈的蒸发作用，因而它具有辛
味、寒凉的特点，能够发散解肌、清热泻火除大热；２）石
膏形成时的水溶液中具有很高的 ｍｇ／Ｃａ比值，能促使
Ｃａ２＋在动物体内的吸收；３）石膏由钙的盐类矿物组成，
能供应丰富的钙盐，促进骨愈合。这一研究对中药的

研究与开发带来了新的启迪，特别是对矿物类中药的

研究应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１９　中药资源研究的新突破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资源中心黄璐琦研究员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丹参酮类化合物中下游合成途径研究”获重大

突破。项目采用合成生物学策略，解析天然产物生物

合成途径并转化微生物创建“细胞工厂”，力求在实验

室合成中药活性成分丹参酮，具有不受自然环境影响、

生产规范化、生产周期比药材种植提取短、质量产量更

稳定等优点，为中药活性成分低成本、可持续的生物合

成产业化获取提供技术路径，有望成为中药材保护性

生产的一个新途径，尤其对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利

用意义重大［２１］。

２　中药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
２１　中药新品种的培育［２１］　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是现
代生物技术在药用植物学领域中研究与应用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大规模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成

功，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在中药领域得到了更深的

研究和应用。如目前培育成功了丹参多倍体、枸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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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体、半夏多倍体、黄精四倍体等。此外，可以产生一

些新的化合物和转化药用成分，并提高某些药用植物

有效成分含量。

原生质体融合也称为体细胞杂交，分为自发融合

和诱导融合两种类型。目前，科研工作者已经从很多

药用植物中成功分离得到了原生质体，如毛头鬼伞、半

夏、西红花、灵芝等。利用原生质体融合技术可加强中

药的开发利用。

２２　中药的饮片质量　目前，中药饮片质量标准研究
主要集中在：１）中药饮片有效部位的定量分析；２）中药
饮片挥发性成分的定性分析；３）中药饮片指标性成分
的定量分析；４）中药饮片的重金属和微量元素含量分
析。研究借助的方法有光谱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生

物分析技术，色差计和电子鼻技术及生物热力学技术

等。

２３　中药的安全性问题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中医药面临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但中药的安全性评价研究日渐成为阻碍其发展的瓶颈

之一。最近几年，关于中药饮片的质量问题的报道逐

年增加，而且造成的不良反应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

的主要杀手，相关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死亡人数中超过

１／７的死亡病因是由中药饮片质量存在问题导致的，
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却高达２０％［２２］。

军事医学科学院高月团队运用系统生物学、生物

信息学、分析化学等技术，近期在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

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了基于药物代谢酶和受体

通路的中药相互作用减毒增效评价方法，建立了适合

于中药量毒关系研究的评价方法，为配伍禁忌研究提

供了新手段。同时，创建了包括中药早期毒性预测、毒

性物质分析和配伍禁忌评价等３类技术和８种方法的
综合技术平台，并利用该平台对临床易发生不良反应

的７大类中药的安全性进行了系统研究［２３］。

２４　中药新药研究　目前，近１／３的人类疾病还没有
非常理想的治疗药物，加上新的疾病不断出现，以及人

类对现有药物的耐药性不断增加，使得新药研发成为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而重要的任务［２４］。随着人

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中药新药的开发应顺应人们

对高质量生存方式的追求，满足人们个性化和多样性

消费的需求，顺应人类医疗服务模式转向自助预防保

健的大趋势，解决人类疾病谱改变所产生的新课题，发

挥其自身特色和优势，吸收当代科技的最新成果，开发

出有中药特色的新药品。

３　中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３１　中医药仍不被国外医药领域认可　中药在我国

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国学传承，从古至今，中医药在

我国疾病斗争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应用范围十分宽广。

但在西方国家，由于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对中

医药理念存在一定的偏歧。如何让西方国家更全面的

了解和接受中医文化，是关系到他们是否接受中药、发

展中药的重要途径。

３２　中药质量标准无法与国际接轨　中药走不出国
门的原因之一就是标准问题。一是中药质量标准，二

是疗效标准，由于这些原因不能被国际上承认，故出现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局面。

３３　研究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中药相关产业
的科技实力偏低，出口中药材和相关产品动能明显不

足，对于中药的科研项目、质量检测、安全检测、生产监

管等领域尚缺乏统一指标，不符合国家市场对于医药

产业的准入指标。

３４　中药知识产权需要得到保护　中医药在我国虽
然有上千年的应用历史，因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

其专利和产权保护制度建立较迟，相关法律条文缺乏

约束力，从而使我国中医药产业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弱

势，保护范围涉及面较窄，这些现象不利于我国中医药

产业的健康发展。

３５　国家扶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在国际市场的
冲击下，我国中药产业人力资源、政策保护、资金力度

都缺乏竞争力，政府应当对中药产业及相关企业的长

远发展进行规划，打造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中药产业品

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药事业发展道路。

４　未来发展方向
４１　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药需求的不断
扩大，我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目前，

世界上中药需求不断扩大，中药工业加速发展，对中药

资源依赖更大，部分中药资源已经濒危或质量下降，不

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面对传统中药资源可持

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采用新方法、新思路、新技术

针对中药资源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为我国

中药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及保护贡献力量，提供技术

支持。

４２　关于中药饮片质量标准　有关部门需要迅速建
立起较为有效全面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让中药饮

片在被检验的时候有据可依；制定合理的采购计划：医

院中药房在进行采购的时候需要掌握用药情况、药物

库存情况等，同时制定出合理的计划防止出现药物堆

积、贮存不规范的问题；改进炮制方法：在继承传统炮

制的继承上，我们仍需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建立起全

国统一的、较为规范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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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中药研究成果与于临床实践相结合　目前，中药
研究仍然是重基础，轻临床。许多基础研究，如某一中

药中发现了上百个甚至更多化合物，仅限于发了若干

篇研究论文，对发挥临床作用意义很少。不管是基础

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一定要以“临床疗效”为最终目

的。

４４　继续加强中药的安全性研究　中药是多种成分
共同起作用，联合作用于多个靶器官和靶点，其有效成

分和毒性成分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化合物，所以中

药的安全性评价研究思路、方法、处理分析应该具有特

殊性。另外，中药毒理学研究需要大量验证工作，并根

据研究结果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补充。这是一项长期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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