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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2 1 世纪的 中 国传统 医学
·

中药复方
—

天然组合化学库

与多靶作用机理
周 俊

用近代科学研究我国中医用药的主婆形式—
复

方
,

特别是探讨复方的活性成分与作用机制的关系是

有意义的
。

我们的主要思路是
:

复方似可称之为天然

组合化学库 (N at u ral C冶m b in at o 五a l C h e
而

e al L ib ra ri e s ,

N C C L)
,

作用机理可能是多靶作用机理 ( Mec ha ni sm of

Mult it ar’g et)
,

基于这一思路探讨了复方的研究方法
。

复方与天然组合化学库

近代天然产物化学的成就表明
,

许多植物药已能分

离鉴定出 100 种左右化学成分
,

因此一个由 4 一 5 味中

药组成的复方
,

可能含有 300 一 500 种化学成分
。

这就

有理 由推论中药复方是天然组合化学库
:
根据中医理论

和实践以及单味药功能主治性味
,

通过人工组合形成的

具有疗效的相对安全的天然组合化学库
。 NCC L 的化

学成分包括有效和无效化学成分
,

大量是单味药本身含

有的
,

少量是加工炮制过程中形成 的
。

N C CL 的特点
:

( 1) 因为是有效复方形成的 N C C L 库
,

因此应该含有几

种或某群有效或有生物活性的化学成分
。

( 2) N CC L

内含的化学成分是多类型的
,

可能含有酚类
、

生物碱
、

菇

类
、

幽体和配糖体等
,

因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库
。

复方与多靶作用机理

药物的药理研究有生物整体
、

离体器官
、

受体或作

用靶点等层次
。

药物的作用靶点是当今药学研究的热

点
,

合成药或纯天然活性化合物其作用靶点不多
,

单味

药制剂作用靶点稍多
。

中药复方我们认为有多个作用靶点
,

以治疗心脑血

管药物中活血化寮类药物为例
,

常用中药有
:

丹参
、

三

七
、

人参
、

红花
、

丹皮
、

桃仁
、

钩藤
、

葛根
、

杜仲
、

当归
、

白

芍
、

冰片
、

山植
、

川芍等
,

治疗此类疾病复方常有上面药

物中 2 一 4 味不等
。

近年对其中一些药物的作用机制研

究表明
,

其作用靶点有
:
离子通道 (Ca

++ , K 十 , N a 十

)
,

肾

上腺 素
。、

月受 体
,

自 由 基
,

血 小 板 激 活 因 子

(P A F )
,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 A CE )
,

( 3
一

羚
一

3
一

甲戊二酞

辅酶 A (H M Gc oA )还原酶
,

内皮细胞舒张因子 ( E D R F)

等
,

基于上述我们提出中药复方的多靶作用机理
:

复方

中多种有效成分以低于它们中某一单体治疗剂量进入

人体后
,

有选择地反复作用于某种疾病的多个直接靶

点(治标 )和间接靶点(治本 )
,

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 目

的
。

中药复方的研究方法探讨

用
“

拆方法
”

研究复方使其 由繁到简并进而找到复

方主要活性成分
,

此法作为寻找主要活性成分或先导化

合物有可取之处
,

但其结果似不能说明复方的复杂作用

机理
。

近年国内学者采用血清药理学方法研究复方取

得了可喜进展
,

此法是将复方灌胃给药后分离其血清进

行体外药理活性研究
。

其优点可以排除一些胃肠中不

进入血清的药物成分
,

使间题简化
,

测活性样品与机体

环境相似
。

但收集足够量含药血清
,

从中分离鉴定药物

化学成分
,

并进而找到若干活性成分难度也不小
。

以纯

活性成分 R gl 为例
,

此成分一部分进入血清
,

一部分则

在胃肠中由酶和细菌作用产生了 7 个 R gl 衍生物
,

这些

成分也能进入血清
,

一种成分如此复杂
,

一个复方进入

血清的化学成分就更加复杂
。

当然如果用血清药理学

方法找到了几种活性成分
,

其结果可能对多靶作用机理

的证明有益
。

总之
,

复方的研究方法
,

包括我们下面建

议的方法
,

都各有其优缺点
,

可能需综合各种方法进行

探索
。

我们建议的方法
:

精选组方不复杂的有效复方进

行化学设计
,

先划分成几个部位
,

以复方治疗病种建立

多种靶点的微量筛选模型初筛各划分部位
,

以多种筛选

模型指导各划分部位分离鉴定出各类活性成分
,

进而积

累各类活性成分进行深入药理研究 (包括吸收
、

分布
、

排

泄
,

这里或可参照血清药理学方法 )
,

最后探讨复方作用

机理及形成新复方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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