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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缓、急、奇、偶、复，其中“复方”为二方、三方

及数方相合之方，或别加余药及分两均齐之方。其意与今之

复方概念有别、所论复方，系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按

照中医的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的原则，针对病情有机地组合

而成的方剂，系与单味药相对而言。由于疾病的病程和性质

复杂多变，往往寒热交错，虚实并见，一时一身而数病相兼

，只凭单味药难以照顾全面，故须将多种药物适当配合，利

用其相互间的协同或拮抗作用，提高疗效或减少不良反应，

以适应复杂病情的治疗。 追溯人类用药的历史，是以用单味

药开始的。随着人们对药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对病因病机理

解的逐步提高，才逐渐将药物配伍使用。《五十二病方》就

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张仲景的伤寒金匮方，便

是急慢性传染病学和多科杂症治疗的典范，是中国医学高度

光辉发展的里程碑。从单方过渡到复方，是中药治疗学上的

一个飞跃。 (一)复方药理的研究方法 复方除在临床上观察研

究、总结疗效外，用现代科学方法的实验研究已引起多方的

关注，复方的研究可以有多种途径，而各种途径又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 （1）选方原则 选方应以临床疗效为基础。选择

临床常用、组成简单的复方，先进行实验研究，制定药理指

标，观察对动物离体及整体的反应及对病理模型的作用。也

可先研究“药对”的基本作用，为了解复方的作用原理奠定

基础。如当归与川芎、芒硝与大黄、天冬与麦冬伍用等都是



重要的“药对”。由于他们组成简单，作用方向一致，故研

究较易。也可从基本方着手。基本方一般疗效较好，组成比

较简单，许多方剂都以此为基础再加味组成，开展研究较易

，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较大。且研究了一个基本方的药理作

用就可为研究与此有关的一类方的药理作用打下基础。如桂

枝汤（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是桂枝汤类的基本

方，能解肌发表，调和营卫，用于外感风寒表虚证。可设想

研究其对感冒及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对免疫、血液循环系

统（主要是微循环）、胃肠道平滑肌及对环磷酸腺苷/环磷酸

鸟苷的影响，以及解热镇痛作用等。本方重用桂枝成了桂枝

加桂汤，治“气从少腹上冲心”的奔豚证，显示了桂枝的心

脏作用；原方重用芍药成了桂枝加芍药汤，适应证增加了“

腹满时痛”，突出了芍药治腹满痛的作用。桂枝加附子汤，

治证有“手足冷，身痛不仁”，显示附子有镇痛作用和改善

微循环作用，原方加葛根称为桂枝加葛根汤，治桂枝汤证有

项背强痛者，提示葛根能治项背强痛等，说明研究了桂枝汤

一方后可为研究这一类的许多方子奠定基础。 方剂来源广泛

，有历代医方书中的老方，也有现代临床报道的新方，还有

经方、时方；不论什么方，总以有无疗效为依据。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方，多数是方简效高，故可以选作研究课题

。但汉唐以后的方，也有很多屡经验证卓有成效的名方，特

别是解放以来中医院校设立后的一些新方，病例多，验证广

，符合当前防病治病需要，作为研究课题更切合实际些。另

外有一些为人民群众喜用而方便有效的中成药，也是研究的

重要对象。总之，选题应以疗效为基础。 （2）指导思想。 

药理研究应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与中医的理论和临床相结



合。中医诊病处方要辨证，故中药复方研究，也必须与“证

”相结合。注意那几味药怎样配伍，才能解决某“证”，从

而有可能阐明该味药或几味药在复方中所起的作用。如对血

瘀证，应首先研究活血化瘀治则。须针对“证”的治疗，考

虑复方药理研究中的病理模型问题。根据过去几年对冠心2号

方、通脉灵及其他有关活血化瘀方的研究，初步认为该类药

物具有改善微循环、抗炎、抗变态反应、促进骨折愈合、抗

癌等作用；可解除平滑肌痉挛，扩张毛细血管，改善组织缺

氧，增加脑血管、肾血管及冠脉流量，抑制血小板聚集，增

强纤维蛋白溶解活性，抗血栓形成等，此类药物的作用对用

于血瘀证的治疗已提供了相当有说服力的药理依据。又如通

过桂附八味及六味地黄丸治疗阴虚阳亢、肾阴虚型和肾阳虚

型高血压，分别相当于神经原性、肾性和内分泌性高血压病

，也促进并沟通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 （3）研究方法 针

对复方的多效性，复方药理研究的指标也相应要多样化，动

物也不能限于一种，应根据复方要求选择实验动物，给药途

径也要多种方法，先口服（灌胃）粗制剂，观察临床疗效的

重现性，再适当提取，制备各种剂型，供多种途径给药，进

一步探索其作用。制剂从粗到细，给药方法从口服到注射，

在肯定作用的基础上进行作用机制分析。多效性不一定要求

各种作用的研究全面铺开，可攻其一点，突破某一方面而打

开全方作用研究的大门。 其具体的方法，要按课题的目的、

要求而设计。首先要分析该复方的适应证，设计几项指标，

除研究该方对正常机体的作用外，还要制造相应的病理模型

，来验证复方的作用或疗效。药理作用不但要研究复方对整

体的作用，而且还要用离体器官进行研究分析。其次，在全



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拆方研究，以便进一步了解哪一味药

或哪几味药在该方中对某项指标起决定性作用，拆方的方法

可以根据中医药理论将全方药物分成几个组，也可利用优选

法、正交试验法以筛选有效的单味药。再次是在研究时，尽

可能采用现代科学新成就、新技术、新方法。至于实验设计

的要求、剂型、剂量的选择，观察时间、间隔和时程的安排

，结果记录和分析等，都和合成药的实验设计与研究方法近

似，同时也应熟悉毒性及安全试验方法及生物统计知识。 

（4）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存在与植化提取协作和精粗制剂两

个争议问题。复方药理研究中应与植化提取协作，如同单味

药的化学提取与药理作用探索相结合，相得益彰，对发生药

理作用的物质基础，可以较易搞清。复方的成分复杂，药理

反应更复杂，如何协作，需要在实践中找办法。复方配伍后

，特别是炮制后进行配伍煎煮，成分之间相互作用，可形成

新的成分或出现一些络合物及沉淀物，这方面问题已被学者

所注意。几年来对中药复方的化学研究，已有长足的进展。 

麻黄的研究己有几十年，称得上中药研究中较成熟的一味，

但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还在不断有新的报告。单体左旋麻黄

碱只是麻黄中有效成分之一，但它不能代表麻黄。麻黄汤中

的麻黄也不能以麻黄碱来代替。麻黄中的其他成分各有其用

，在复方中各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为了搞清作用机制及受体

部位，成分一定要纯。研究中药复方的作用，特别是其临床

药理，在现阶段尚需多多进行粗制剂的实验研究工作。 （二

）复方药理研究的主要成就 （1）复方及中成药研究概貌 在

结合中医临床进行的一些复方药理研究中，若以现代生理科

学分类，发现主要作用于抗感染的复方有银翘散、菝葜合剂



、排脓汤及排脓散、流感煎剂、三黄注射液、消炎解毒丸等

。抗肿瘤复方有梅花点舌丹、当归芦荟丸等。 在主要作用于

神经系统的复方中，，主要对安官牛黄丸的几种新剂型（醒

脑注射液、牛黄醒脑注射液、清开灵1、2号方、新安宫牛黄

针、六神丸、灵猫香六神丸、柴胡桂枝汤等进行了药理研究

。 在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的复方中，药理研究得较多。如

冠心2号方、通脉灵、新冠心2号方、生脉液、参附汤、芪附

注射液、人参四逆汤、参麦注射液、冠心苏合丸、参麝活络

丸、复方当归注射液等。 主要作用于呼吸系统的复方中，已

研究的有益气活血气管炎方、复方灵芝、小青龙汤等。 在作

用于消化系统的复方中，已研究的有四君子汤、四神丸、参

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芍药甘草汤、清胰汤1号、健脾1号

方、胆道排石汤、茵陈胆道汤、理中汤等。 抗实验性肝损害

的复方，已研究的有茵陈蒿汤、三草汤、甘柴粉、清开灵1号

、川芎红花注射液等。 主要作用于泌尿系统的复方，已研究

的有三金汤、排石汤等。 主要调整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复方，

已研究的有莪术复方、甲瘤丸、玉泉丸、白虎加人参汤、竹

叶石膏汤、八味丸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