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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运用分子生物学相关知识与技术研究中医学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开展，目前的研究成果多

集中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辨证论治学说、中药临床应用、中医临床研究等方面，对推动中医理论向现代化

迈进有着重要的意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分子生物学来研究中医学是传统医学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

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少有能直接服务于临床，也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后还须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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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 ( molecular biology) 是研究生命

物质基础的科学，其对于生命现象的一些普遍规律

如遗传信息、核酸、蛋白质、代谢控制等领城的研

究使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分子生

物学相比，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虽然在理论

发展、思维等方面两者存在差异，但在物质基础、
环境影响、整体观、研究目的等方面有不少相近之

处，并且中医学自身对现代科技的包容性也使其与

分子生物学结合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
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人员的主要方向

是致力于在分子水平上将中医与现代医学中的一些

概念统一或者从分子层面上评价中医药治疗疾病的

效果。1973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学家戈德

伯格将分子生物学中环核苷酸双向调节和中医阴阳

学说联系起来，奠定了分子生物学与中医学结合研

究的基础［1］。20 世纪 90 年代，张亭栋和陈竺从分

子生物学水平上研究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机

理，运用砒霜治疗白血病，印证了中医 “以毒攻

毒”治法的有效性，并在分子层面上作出科学的

解释，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注意［2］。到了 2000 年

前后，大量中医学界的学者们投身于分子生物学实

验室中，从细胞、基因、蛋白、核酸等层面分析中

医理论与临床的科学性。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内运

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中医基础理论、辨证分型、中

药应用等方面的确做出了积极的尝试。现将此领域

的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1 分子生物学与中医药学结合研究发展现状

人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自动控制系统，由不同

层次的系统组成。中医理论体系与分子生物学虽然

属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二者研究生命活动的

物质基础是一致的，都是人类关于生命与健康在不

同角度上的认识和探索的产物。近年来，学者通过

不同途径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与手段来探求中医

学相关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目前的研究多集中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辨证论治学说、中药临床应

用、中医临床研究等方面。
1. 1 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的

重要趋向。研究表明，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

会需要和内在逻辑的交叉上［3］。现代医学之所以

能在短短近几十年中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其根本

原因就在于积极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充实自己。中医

理论形成之初，也是借助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

哲学、自然学、物理学等知识才得以发展。到了近

代，各种原因导致中医学被划入故纸堆中，中医理

论甚至与怪力乱神之说联系而被束之高阁，既无法

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又无法让其他学科了解自身的

内容。这时研究者另辟蹊径，从分子生物学的水平

来研究探索中医基础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1. 1. 1 整体观、阴阳属性与基因组学 还原论的

奠基者笛卡尔强调，为了认识整体必须认识部分，

只有把部分弄清楚才可能真正把握整体［4］。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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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于比较简单的系统处理是有效的，但现在面

临大量的复杂的系统问题，再把对部分的认知累加

起来的方法已不适宜去发现整体系统性，而人体内

的一套新陈代谢的系统恰恰就是我们至今难以解释

清楚的复杂体系。研究发现，人体内环核苷酸作为

一种调节功能的化合物，其生理功能与阴阳的对立

统一关系密切相关［1］。另有研究发现，基因与阴

阳属性关系密切，基因按其功能可分为结构基因和

调控基因，从作用结果来看，分子生物学中调控基

因影响结构基因表达，为机能活动属阳，而结构基

因的表达一方面合成特定蛋白质，同时又为调控基

因的存在提供物质基础，为物质属阴，两者保持着

对立统一的关系［4］。目前医学研究的进展使人们

对疾病发生的机制已经从系统、器官和细胞水平逐

渐深入到基因分子水平，了解这些才有可能从整体

水平上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5］。人类

基因组计划把疾病看成是整体协调受到干扰所致，

而把治疗方案定位于整体协调的恢复，这种观点与

中医学整体观不谋而合。中医认识论优势的首要特

征正是整体观念，它对个体与环境 ( 微观至宏观)

均以统一的影响观点看待，并从整合观点出发分析

个体生理、病理、诊断等，这虽然是建立在个体辨

证基础之上的，但这种宏观整体思维有益于分子生

物学研究［6］。所以对于基因组学来说，中医的整

体思维方式是一种有益的启发，而人类基因组计划

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医的整体观的直观体

现。从基因、基因组学的角度来考虑阴阳属性和整

体观，这样的研究成果对推动中医理论向现代化迈

进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也为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

一个方向。
1. 1. 2 精、气与基因、蛋白质 人类均是从受精

卵的发生发育开始，父母之精包含了宏观人体整体

的全部信息，而基因是人体赖以存在的微观分子基

础，是宏观人体的内在根据。有研究者认为，基因

组的功能与中医学 “精”的功能是一致的，或者

说中医学“精”的功能包含了基因组的功能。蛋

白质根据细胞时空环境或者周身调控物质的刺激由

基因组演化而成，是构成生命的另一种基本物质，

蛋白质组的功能与 “气”的功能是一致的。基因

组信息不同，所演化的蛋白质组也将不同，周身蛋

白质组通过体液、血液在周身细胞基因组中相互调

控而使全身成为一个统一整体，脏腑蛋白组与相关

物质作用而形成各种气; 反过来，气又对蛋白质及

有关物质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7］。中医学认为，

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而现代分子生物学认为，地球上的众多生物构成的

本质均是核酸和蛋白质。另有研究显示，气似乎即

是基因，其包括结构基因组与功能基因组，但重点

在功能基因组，表明气的复杂表现是基因功能活动

的外 显; 而 基 因 克 隆 是 对 中 医 气 一 元 理 论 的 验

证［8 － 9］。中医理论是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土壤成

长起来的，如何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来理解中医基础

理论中的“精气学说”，目前还未取得具有突破性

进展的理论解释。这些研究从形式上来看，似乎可

以将中医理论中较难理解的 “气”的概念与基因

组的功能链接起来，虽然这样的 “链接”细究起

来不免有些勉强和生硬，但在目前阶段，这种将分

子生物学与中医学理论相联系的方式未尝不是一种

可行的尝试。
1. 1. 3 分子生物学与藏象学说 藏象理论是中医

基础理论的核心，其可通过五脏六腑、五窍、四

肢、百骸之间的联系将中医整体理论体现在人体

中。多位研究者对中医藏象实质展开深入研究，期

望能实现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理论真正的结合。目前

在基因与脏腑及其功能的关系的研究中，较早开展

研究的是肾与基因的关系。基因决定着人体的生长

发育、衰老和生殖、遗传等信息，与中医 “肾主

生长发育”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张晓文［10］鉴

于基因对衰老的调控作用同中医关于肾气盛衰对衰

老的决定作用有一定的相似性，推论出 “肾主生

长发育”的实质就是基因调控，从而深化了对中

医“肾气”的认识，为从基因表达与调控角度阐

述补肾中药延缓衰老的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启

示。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王

晓明 等［11］ 通 过 脾 气 虚 证 大 鼠 模 型 脂 质 过 氧 化

( LPO) 及其相关抗氧化酶变化的研究，发现中医

“脾为后天之本”在生理上同分子生物学水平的抗

氧化酶活性和 ( 或) 含量的正常而维持了生物膜

正常功能的认识相类似，这对中医 “脾”本质的

现代科学解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郑敏麟［12］在多

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医藏象实质细胞生物学假

说，该假说称“五脏”其实是细胞的 “五脏”，细

胞的“五脏”是细胞的五个不同功能系统，可以

落实为不同的亚细胞结构。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明以分子生物学来研究中医藏象学说的可行

性，但分子生物学与藏象学说之间的互相印证、互

相对应之处还需进一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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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对中医证候的研究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研究

显示，辨证具有一定的分子生物学基础，论治是有

针对性地调整某些基因或一组基因及其功能的表达

状态［13］。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密切不可分，即使

是一个局部的病变，也要结合全身情况来考虑，中

医所擅长的就是个体化的治疗［14］。当我们站在整

体观的角度上看待疾病时，用分析-重构的方法来

重新定义症状，将分子生物学与中医学结合在一起

可以给出被现代科学所接受的辨证论治的新概念。
辨证论治首先要从研究 “证”着手，“证”是

综合了产生病变的各方面 ( 包括当时的气候和环

境情况) 因素和条件，结合个体的体质，然后作

出判断。大量研究表明，证的出现，是不同的体内

外环境变化、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等致病因素通过

受体导致分子的质量或构型改变的结果，并由此而

引起机能的变化，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证。在治疗上

必须通过受体，复原分子的质、量或构型，进而复

原分子水平所实现的正常机能，辨证论治指导临床

的意义也就在于此。不同的病，只要分子的质、量

和构型的改变相同，便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治疗; 相

同的病，在不同阶段，其分子的质、量及构型的变

化可不相同，因而治疗方法也各异［15］。
分子生物学结合中医学对 “证”的研究包括

肾虚证、脾虚证、血瘀证、阴虚证和阳虚证，如肾

阳虚证丘脑室旁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 mＲNA 表达

受抑，故 将 肾 阳 虚 证 定 位 在 下 丘 脑［16 － 17］; 通 过

ＲT-PCＲ掺入细胞核 DNA 的方法，发现“阳虚”动

物骨髓细胞 DNA 合成率下降，认为中医肾主骨、
藏精、生髓理论与促进核酸蛋白质代谢有关［18］。
通过组织化学染色和放射免疫法测定，对慢性胃脘

痛之脾虚证的胃黏膜化生分型及胃黏膜与血浆环核

甘酸含量测定，发现肠化生率、结肠型肠化生率和

不全性肠化生率在良性胃病与胃癌之间，在脾气虚

证与脾虚气滞证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血虚证与

血小板结构、功能、代谢之间，肝气郁结证与神经

内分泌紊乱之间，肾与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之

间，肾虚与尿 17-轻，17-酮之间，均存在某种联

系［19］。这些研究在继承中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现

代生物技术，从细胞和基因水平使 “证”研究有

了新的发展，但总体上对病证相关性研究并不多且

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同时研究者也认识到，辨证论

治虽然是个体化医学典型的、有效的治疗方式，但

是如何具体评价个体化医学的疗效却仍是难题。李

炜宏等［20］采用 2. 2 万点的基因芯片探索肾阳虚证

骨关节炎治疗前后个案的 57 条差异基因表达谱，

可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如果这种尝试成功，

或许会成为个体化医学治疗效果的一种评价方法。
1. 3 对中药的研究

中药所特有的低毒性、疗效确切、低耐药性及

具整体调节和双向调节效应等方面的优势，在国际

上引起了持续升温的中医热，值得进一步开发研

究。分子生物学为从分子水平研究中药原理提供了

良好的思路和方法。
1. 3. 1 中药单体的抗病机制研究 中药的治疗效

果是通过其所含的生物活性分子而发挥作用。中药

复方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利用分子生物学，既采

用还原方法又采用辨证研究整体的综合分析方法，

从分子水平研究中药作用原理，对发展中医药理论

及促进中药开发均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领域开始于

中药单体的研究，如人参三醇皂苷、云芝多糖、川

芎嗪等中药单体参与对细胞内相关因子及受体的

mＲNA 转录，可调控基因的表达［21］。
1. 3. 2 中药复方的研究 中药多采用 “复方”的

形式发挥作用，复方是中医临床用药的主要形式，

是中医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集中体现，其注重

“君、臣、佐、使”之间的配伍，以求各味药之间

的协同作用。相对于单味药而言，中药复方的作用

机理更为复杂，研究起来也更困难。从分子水平上

看，中药复方发挥作用的应该是复方中有效成分组

合对包括基因、蛋白和小分子代谢产物在内的机体

生物分子网络进行广泛调节的综合结果［22］。王喜

军［23］认为，只有入血的成分才真正是中药的有效

成分，中药血清药物化学这一理论在科研工作中一

直应用，目前也做了不少的尝试。李静等［24］研究

了血管通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机理，认为其

与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由收缩型向分泌型改变，从

而影响血管壁血小板衍生因子-A、B 链的 mＲNA
表达有关。这些成果都为以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

药复方拓宽了研究思路。
1. 3. 3 中药材鉴定 大部分药材经加工、炮制等

处理后失去了原来的形态。中药的传统鉴定是利用

植物或动物形态分类学和解剖学特征，从基原、性

状、显微特征、理化等方面进行药材鉴别。近年来

出现了综合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如 PCＲ 反应的

鉴别、限制性长度多态性分析、DNA 测序等技术，

对原植物或动物形态已遭到破坏的药材的进行鉴

别。目前中药材的分子鉴定以其准确性高、需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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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少、不受样品形态干扰等优点而表现出很好的发

展前景［25］。同时也可借助基因遗传工程技术，对

药理作用显著而有效成分含量不足的野生、珍稀药

材，通过改变其遗传性状、提高有效成分含量，从

而改善药材品质。
1. 4 中医临床研究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的遗传病、肿瘤、
心脑血管病等多种疾病与基因的突变、缺失、插

入、表达异常、调控异常有密切关系，所以从分

子、基因、蛋白质水平上对中医临床疗效进行检测

是有理论依据的。而从实际应用中看，中医药对一

些现代医学上认定的疑难杂症有较为显著的疗效，

但以目前科技发展的水平不能解释这种现象，这其

实是没有现代科技对中医理论知识支持的结果。在

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陈竺院士与王振义

教授运用砒霜治疗白血病，并从分子生物学水平上

研究出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机理，同时在分子

生物学水平上对砒霜中的主要成分 As2O3 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并获得全球的认可［26 － 27］。与上述现象

相反的是，中医治疗 ABO 溶血症本来是有效的，

但因没有分子药理方面的研究支持，难于深入认识

其实质，最后不能被国外生命科学界认同而搁浅。
目前中医临床研究的前沿已发现许多疾病与基

因结构、基因调控和表达异常有关，用中医药治疗

这些疾病可取得显著疗效且毒副作用少。如根据中

医理论采用补肾生血药对 β-地中海贫血进行治疗

能明 显 提 高 患 者 血 红 蛋 白 珠 蛋 白 链 比， 通 过

TＲ-PCＲ检测，该药能促进 C-珠蛋白的 mＲNA 基因

转录和表达，诱导胎儿血红蛋白 ( HbF) 合成，从

而代偿了 C-珠蛋白基因缺陷［28］; 另有研究显示，

“恐伤肾”使子代小鼠白细胞介素 2 活性处于亢进

状态，而经典补肾方药金匮肾气丸对其有一定的调

节作用［29］。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

医研究者在分子生物学上进行的尝试。

2 讨论

目前现代医学界有两个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

注，一是在系统生物学的驱动下医学研究开始引入

“系统”和“整合”的思维方法; 另一个是现代医

学开始重新认识东方的传统医学，尤其是中医学，

试图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寻找更为行之有效的治疗思

想［30］。现代医学早期曾遵循还原论的研究思路和

方法，采用实验性的生物医学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

的医学研究模式，形成了现代生命科学与医学的研

究主流。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复杂性疾病认

识的逐步加深，还原论方法的局限性日益显露，重

视生命科学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研究已成为当今新的

发展趋势，而以整体观为主要认识方法的中医药学

理论与当代生命科学发展趋势具有共同之处。
中医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这两门学科

有着密切关联。人体的基本单元是细胞，而生物高

分子的活动也主要是在细胞内或细胞之间进行，故

而整体水平与分子水平是以细胞为纽带。整体以下

各层次系统的协调活动，一方面是基于各细胞之间

相互的协调，另一方面是基于细胞内外关系的协

调; 前者如某些细胞可以产生激素及神经介质去影

响其他细胞，而本身又能接受来自其他细胞的激素

和神经介质并作出反应，后者主要是通过细胞内或

细胞膜上的受体接受刺激，并调控细胞内一系列功

能的变化作出反应，其所产生的信息又能为其他相

应的细胞所接受并产生反应。特定的药物分子为有

特异受点的细胞所识别，并作出特异的反应，综合

起来就成为整体反应的基础，这也是目前利用分子

生物学技术研究中医药有效性的主要技术与途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分子生物学并不是万能

的，它仅是众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自身尚有待进

一步的完善和提高，通过引进类似的新技术、新方

法来研究中医学，在没有新思路作向导的前提下，

是不会取得重大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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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蚁参蠲痹胶囊临床研究与应用征文通知
山庄牌“颈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蚁参蠲痹胶囊”系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治疗颈椎病 、腰腿痛、类风湿

性关节炎的常用药品，因其疗效好、价格低，深受患者与医生的信赖。为了总结“颈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蚁参蠲痹胶

囊”多年来的临床应用经验，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中医杂志社与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此次征文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征文内容: ( 1) “颈复康颗粒”治疗各种类型颈椎病( 神经根型、椎动脉型、交感神经型、颈型、混合型等) 的临床应用

经验、体会与分析;“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风湿性关节痛，症见腰腿痛、
关节痛及肢体活动受限等病症的临床经验、体会与分析;“蚁参蠲痹胶囊”治疗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骨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肩周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病症的临床经验、体会与分析。( 2) “颈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
“蚁参蠲痹胶囊”临床用量、用法的研究与经验总结; ( 3) “颈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蚁参蠲痹胶囊”组方研究、药理研

究与探讨; ( 4) “颈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蚁参蠲痹胶囊”临床扩大应用范围的研究与探讨。2. 征文要求: ( 1) 来稿应

未公开发表，字数在 4000 字以内，请加盖单位公章，不退稿; ( 2) 请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 3) 文题下署作者姓名、单位、通讯

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等。请用电子邮件形式投稿( Word 文件格式) 。3. 奖励办法: 由全国中医药界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

员会，将评选出: 一等奖 2 篇( 每篇奖励 5000 元) ; 二等奖 8 篇( 每篇奖励 3000 元) ; 三等奖 15 篇( 每篇奖励 1500 元) ; 优秀

奖 25 篇( 每篇奖励价值 500 元礼品) 。获奖者将由主办单位颁发获奖论文证书、奖金或礼品，获奖论文达到刊用标准者将

在《中医杂志》等期刊发表，其他获奖论文将在《中医杂志》2015 年增刊发表，并赠送样刊 1 册。此次征文活动不收任何费

用。评选结果将在《中医杂志》、《健康报》上予以公布。主办单位将邀请部分获奖论文作者免费参加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

的颁奖大会并考察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论文请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前发至邮箱: jtcm@ 163． com。联系地址: 北

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中医杂志社，联系人: 22 号编辑，邮编: 100700。电话: ( 010) 6403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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