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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数字化研究后的思考

作者：北京佑安医院(100054) 马列清   点击次数：415次 

 

  中药材的研究，过去一直在粗放型中徘徊。一方面是从中医理论方面对中药的使用研究，另一方面

是从西医的药理作用上对中药进行研究。研究停留在终末使用方面居多(这种研究容易产生社会和经

济效益，为研究者产生了导向作用)。因此我们的新药研究常常是短命的，除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古方

成药外，新药频出的同时，新药也频灭，几年前的新药部分淘汰，十几年前的新药大部分淘汰，而几

十年前的新药就基本不见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药材是根本原因。同样的当归，产地不同、采

集的季节不同，中药质量的差别也不同。而我们对药材的使用，只对其真实性做鉴定，没有其他的理

化指标，这样就很难保证药材使用上的同一性，疗效当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近日在多种媒体上披露的“中药数字化研究”，使中药的基础研究看到了方向。这是对中药在基

因水平上的研究，代表了现阶段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看了这篇消息，我感到非常兴奋，然而兴奋之

余想到了很多，鉴于多年来对中药的研究、使用，我以为，在肯定数字化研究中药的前提下，还要有

一些问题需要考虑。 

1  数字化研究与中医药理研究的关系 

   数字化研究中药，就是从中药药材植物的基因序列进行研究，这样就对药材的基本构成有了品质

的保证，对于今后药材的采集、鉴定、评价有了最佳的标准，在一点上，数字化研究中药是对传统中

药研究的发展和补充。 

   但是，由于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还有许多不能解释或不能完

全解释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这种研究在一夜之间解决几千年存留的所有问题，即使是在科

技发展的未来，存在了几千年中医药的药物机理，必有其可以解释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在重视中

药的基础研究之时，不能对我们传统的中医药理妄自菲薄，还是要从药材的炮制、性味、归经等中医

特点的研究上多下功夫，否则，中药的研究离开了中医理论，就变成了简单的植物研究了。 

2  要防止数字化研究后的盲从 

   前面说过，数字化研究是中药材最基础的研究，是中药材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是，也绝不能盲目

地夸大数字化研究的作用和效果。 

   英、美对老鼠基因的研究显示：老鼠与人基因数目相同、有80％以上相同的遗传物质、有99％相

同的基因，甚至人类也有老鼠的“长尾巴基因”。相反，对世界上各人种基因的研究表明：某些人种

上的同源性还不如与老鼠同源性的百分比。那么，这项结果能否显示人与老鼠种源更接近，而同是人

类的种源更远吗?毫无疑问这种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这项结果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基因序列

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基因序列的研究结果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只是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做一些

参考。 

3  数字化研究是中药研究的唯一出路吗 

   正如我们对自然界中任何物质进行研究一样，研究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绝不仅仅只有数字化的研

究。 

   有人对“科学”做过很言简意赅的解释：科学就是发现自然界存在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自然界中

固有的，过去没有被发现，科学就是指导人们采用某种技术手段去发现。数字化研究就是其中的一种

手段，而传统的中医药理研究也是一种手段。只是以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水平尚不能对这种手段作出

一个合乎自然科学的解释罢了。 



   以上这三点是我以为数字化研究中药后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此外还有一点我以为也很重要：在

中药研究的今天，许多科研机构、医药公司、制药厂，都在借助外资开展研究、生产。由于我们的中

药材炮制技术属于非原创技术，无专利保护，而研究和生产者也无保护意识，现在仅中药饮片厂，外

商涉足就有40余家，在这些厂家中对中药的研究、开发，势必导致我国特有的资源外流，因此要在开

发研究中药的同时，申请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使中药真正成为中国特有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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