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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向西药靠拢。但由于中药“姓氏”不清，标准滞后，常易

造成顾此失彼，最终成为制约中药现代化发展的瓶颈。 笔者

认为，造成这利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通常所称的有效

成分没有量的概念，一旦将有效成分量化，所遇难题也许即

可迎刃而解。 一、用有效成分的构成特征界定“姓氏” 目前

单味或复方中药经水煎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具体有多少种，

各起什么作用，并非全知。虽说西药在“回归自然”的浪潮

中，由合成向天然发展，有些品种的有效成分也不止一种，

但可从“成分”中看出，均是提取原料药中已知的单体成分

复方而成。 显然，以中草药为原料提取单体成分生产的药物

，理应同国际市场接轨，称为植物类西药。若将之命名为中

药，难免引发不必要的“姓中姓西”之争，中、西医都不便

开方使用。 因而，不能因为原料是中草药或是植物药，也把

失去中药特色的此类西药看成中药，国产的称之“现代中药

”，进口的称为“洋中药”。现代中药仅适用于从单味或复

方水煎液中提取有效成分制成的中成药。 二、用有效成分的

数学模型评价内在质量 所谓有效成分的数学模型，就是中药

所含各种有效成分的量比关系在坐标图上呈现出的曲线。 1.

依据 中药其实是由多种有效成分组成的配方。因此中药材、

中药饮片及中成药中的各种有效成分间必然存在着一个恰当

的量比关系。不同品种会有不同的量比关系，在坐标图上就

呈现出不同的坐标曲线，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数学模型，评价



、控制中药的内在质量。 由于原料、工艺相同的产品其量比

关系一致，因此即使中药有定量、定性不出来的微量成分，

也不会影响其内在质量的评价，故可据此挑选有代表性的组

分，组成简明的量比关系，简化数学模型，以便于产品定型

后的生产监管。 2.措施 至于那些缺少化学标样而不能鉴定出

来的未知成分，可用字母代替名称，并可以字母的先后排列

顺序代表含量的高低，以便通用。 中药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会

随产地、季节等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量比关系不可能绝对

稳定在同一条曲线上。在操作时可依上无负作用、下不影响

功效的原则来界定各成分的上、下限，以达到各成分间的相

对平衡，使同种产品有效成分的量比关系能基本上吻合在同

一条曲线上。 3.水平 依现在的仪器分析水平，能定量出十亿

分之一克的含量。即使是较难规范的中药材种植与炮制，也

可凭借这一项来鉴别什么区域能种，什么工艺可用，从而确

保原料药的质量。 这样，既保证了中药的质量统一、确保疗

效确切，又简化了规范标准、解决了中药质量的评价难用数

字表达的问题。 三、依有效成分的量比关系筛选提取工艺 中

医用药强调“煎煮得法”，从有效成分的数学模型来看，就

是尽量维持有效成分的量比关系，确保配方配比。中药提取

中如以原料药水煎液中有效成分的量比关系作为评价指标，

筛选提取工艺，配套、开发提取设备，就不会因提取造成疗

效不确切等问题。 笔者在此强调开发设备，是因为提取中药

有效成分不像提取植物单体成分，可从国外引进技术与成套

设备。有些不能与提取植物单体成分共用的专用装置，如不

开发出来，就不能依工艺配成成套设备。 由此可见，通过量

化有效成分，既能解决由来已久的“中西之争”，又有助于



中药保持特色、保证质量，适应时代的发展。但不能不看到

，中成药无论出口或内销，基本上都是在同西药竞争，要想

鱼和熊掌兼得，还必须从西药的弊端中挖掘潜在的市场，用

功能、价格优势去竞争。特别是出口，若两者不具其一，纵

然是内在质量评价上与国际市场接轨，也未必能登陆欧、美

市场。而若要实现上述目标，组方是关键，因此要加快中药

现代化的步伐，仍需在组方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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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