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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
“

本草物质组
” ,

深入分析了其背景
、

目标
、

任务
、

研究内容和可行性
,

建议对我

国的中药资源进行系统研究
,

全面解析中药物质组成
、

结构和功能
,

构建本草物质资源库
,

从而完整

系统地阐述中药的多组分多靶点整合调节机制
,

解读中药的科学性
,

丰富
、

发展 中医药理论
,

建立我

国完整的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为可持续
、

高效的重大创新中药研究和产业化提供技术与资源支

撑
,

为创立融合东西方医学的新医学提供基础
。

该设想的产生源于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 工程重要

方向项 目
“

基于现代理论和技术的复方中药系统研 究
” ,

科技部
“
9 7 3

”

计划项 目
“

方剂关键科学问题

的研 究
”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中药药效组分的指纹图谱分析的方法研 究
” 。

[关键词」 本草物质组
,

本草物质资源库
,

活性筛选
,

中医药理论
,

创新中药

1 本草物质组的背景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

有着浓厚的

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
,

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

确切的临床疗效和完整的系统理论
,

为中华民族的健

康与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但是
,

随着现代科

学与技术的发展
,

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西医
、

西药迅速崛起并进入中国
,

我国的医药体系进入了中

医药和西医药并存和中西医药结合时期
,

传统中医药

受到了巨大冲击
。

当前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保健意识的增强
,

医疗模式发生了转变
。

这种转变为

中药的推广和中药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

好机遇
。

我国是世界中药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
,

推行
“

中药现代化
”

战略已有十余年
,

中药研究和产业取得

长足发展
。

国家各级政府部门
、

科研院所对中药研究

十分重视
,

并且在中药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

我国在高效分离技术
、

药物高通量筛选技术方面都取

得了巨大进步
,

新兴的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水平也处于

国际前沿
,

这些都为我们解读中药复杂体系提供了有

力的保证
。

但是
,

目前中药研究缺乏明确的目标
,

研

究模式仍然存在争议
,

中药研发布局分散
,

造成资源

配置方式落后
,

效率较低
。

当前世界创新药物研究的基本现状是发现新的

药物单体化合物的速度在减缓
,

研究开发费用越来越

高
,

而且近年来世界上新化学实体上市的数 目继续减

少
。

由于化学合成药研发成本越来越高
、

时间越来越

长
,

以
“

自然疗法
”

为特点的天然药物产业将成为全球

制药业最具发展前景的特色产业
,

中药现代化和国际

化也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

根据联合国机构统计
,

全球草药市场规模估计每年可达 600 亿美元
,

占整个

药品市场的 20 %左右
。

2 005 年美国 N IH 国家补充与

替代医学研究中心提出开发植物性药物
,

2 007 年美国

FD A 批准了第一个植物药 Ve
r eg e n (茶多酚 )

。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
,

蛋白质组学
、

代谢

组学
、

糖组学等一系列组学研究相继被提出并且得

到了迅速发展
,

生命科学研究进入了所谓的
“

组学时

代
” 。

与基因组学类似
,

组学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集中力量从总体上研究一个整体生物 (或细胞 )的全

体生物分子的特征
。

组学研究模式受到了广泛的关

注
,

成为了极具潜力的解决生物复杂系统研究难题

的途径
。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和组学研究的兴起

启示我们在解决重大科技问题上强调国家 目标
,

由

政府进行组织和部署
,

实施大科学计划
,

进行集中
、

系统的研究
,

是重大科技问题取得突破的良好途径
。

既然大家都知道本草物质的重 要性
,

那我们就

只有两种选择
,

一是
“

零敲碎打
” ,

大家都去
“

个体作

本文于 2 0 0 8 年 9 月 2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8. 06. 007



3 22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0 8年

业
” ,

去研究自己
“

喜欢
”

的
,

认为是重要的本草物质
,

而另一种选择呢 ? 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说法
,

从整

体上搞清楚本草的整个物质基础
,

集中力量先全面

认识本草物质
,

这就是本草物质组
。

2 本草物质组的定位

本草物质组旨在全面解析中药物质组成
、

结构

和功能
,

构建本草物质资源库
,

阐述中药的多组分多

靶点整合调节机制
。

本草物质组将从物质组成和功能两个层面解决

中医药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

本草物质组以传承

中医药文化为宗旨
,

以中药研究的标准化
、

资源化
、

现代化和国际化为 目标
,

力求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的基础上
,

通过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与突破阐明中药

物质基础
,

结合生物技术
,

从本质上回答中医药治疗

疾病的内在科学性
。

本草物质组并不是以开发结构清楚
、

药理药效明

确的1类新药为终极 目标
,

更不是简单地要将中药西

化为
“

西药
” ,

而是希望通过中药
“

物质基础清晰
”

这个

桥梁
,

建立中医药理论与西药理论之间的关系
,

以通

俗
、

现代的语言向世界介绍中医药理论
,

最终建立国

际广泛承认的
、

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创新中药体系
。

本草物质组与中药系统生物学相互支撑
,

是中药

高通量物质表征的延伸和深入
,

是高内涵本草物质资

源库的奠基石
,

是中药活性物质库的源泉
,

是解读中

药科学性的有效途径
,

将为我国的新药创制提供契

机
,

是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

同时
,

本草

物质组非常强调中药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

建立的标

准化
、

共享的本草物质资源库将有力保障了中药资源

的合理
、

持续利用
。

本草物质组在推动分析化学
、

分离

科学
、

制药工程
、

信息学
、

系统生物学等多学科发展的同

时
,

将聚集和培养一批相关学科的人才
,

这些人才与方

法学
、

技术
、

平台共同组成中药研究的创新体系
。

本草物质组研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

需要深入

思考和讨论
。

首先
,

本草物质组面临着中医药传统

理论的继承和创新的间题
。

本草物质组是以中医药

传统理论和方剂资源为基础的
,

在中医药研究中需

要继承什么
,

怎样继承 ? 是否需要对中医药理论进

行创新 ? 创新中如何体现中医药的特色
,

如药性等?

其次
,

本草物质组研究对中药进行系统的分离以阐

述其物质结构和功能
,

那么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中药

整体与局 部之间关系的问题
,

包括如何去粗存精 ?

如何增效解毒 ? 如何构建中药药理模型体现中药整

体特色 ? 宏观有效性和微观有效性的是否相关? 第

三
,

本草物质组的创新中药面临着中药和西药的关

系的问题
。

如何在传承中医药的基础上
,

采用现代

科学技术 (包括采纳西药研究的技术 )
,

创新发展具

有中医药特色的现代中药 ? 中医
“

证
”

与西医
“

病
”

的

关系? 中药临床有效性与药理活性 ?

3 本草物质组的研究内涵

3
.

1 本草物质结构组

( l) 本草物质高通量制备的方法与技术

中药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物质体系
,

解读其物质

基础是中药研究的重要任务
,

也是本草物质组的重

要内容
。

标准组分的制备是全面解析本草物质组成

和结构
,

构建本草物质资源库的基础
。

通量的提高

是快速获取中药标准组分和化合物资源
,

获得中药

的物质组成
、

结构和功能信息的重要保证
。

本草物

质的高通量制备将依靠现代分离手段
,

通过方法学

和关键技术上的创新和发展
,

对本草物质基础进行

系统的
、

深入的解析
。

分离材料的研发是高通量制

备与表征的基础
,

大力发展基质材料
,

并在基质材料

的基础上设计多种新型 的
、

系列的功能分离材料以

适应本草物质高通量制备的要求
。

在深度上
,

将正

交分离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分离分析的全

过程中
。

在广度上
,

针对本草物质的复杂性
,

从各个

角度
、

各个层次上对本草物质进行系统全面的制备
,

特别强化强极性物质
、

微量物质
、

同系组分等的制备

技术研究
,

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

从总体来讲
,

本草

物质组的高通量制备技术以分离材料的发展为基

础
,

结合多种分离模式
,

在关键技术上形成突破
,

同

时形成本草物质高通量制备的系统方法学
。

( 2) 本草物质化学表征的方法与技术

本草物质的复杂性决定了以现代分离分析为代表

的化学表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解析本草物质组成和

结构的重要性
。

发展以多种色谱分离模式与多种结构

表征方法为核心的化合物定性
、

定量以及定量指纹谱

技术
,

使不同层次的标准组分和化合物得到全面的化

学表征
,

一方面用于解读本草物质基础
,

另一方面也可

用于对本草物质高通量制备进行指导和质量控制
。

( 3) 高内涵本草物质资源库的构建

本草物质组是以资源化为特征的创新过程
。

资

源库的构建是本草物质组研究高效率运转
、

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保证
,

同时也是研究的重要成果
。

本草

物质组构建的资源库包括组分资源
、

信息资源和 知

识资源三大部分
。

本草物质资源库的设计体现了本

草物质组的研究对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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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与发展
。

选择在长期实践中具有传统中药特色的

方剂或药材作为研究对象
,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
,

解析

方剂或药材在疾病治疗中各种成分的有效构成方式

及其分子结构
。

在此研究过程中
,

通过归纳与总结
,

形成以实物
、

表征信息和方法技术等资源为主要内

容的资源库
。

另外
,

基于生物芯片技术原理
,

在本草

物质组分资源的基础上发展
“

本草物质芯片
” ,

作为

一种资源形式直接为后续的功能研究服务
。

这些资

源具有特定的中药治疗疾病谱
,

因而具有传统中药

的特色
,

提高了资源的内涵和可利用程度
。

3
.

2 本草物质功能组

( 1) 本草物质的高内涵
、

高通量筛选方法与技术

目前
,

高内涵
、

高通量活性筛选方法和技术适

合对纯化合物进行活性筛选
,

因此 中药活性的筛选

策略大多数是对纯化后的样品进行生物活性的测

试
。

发展针对重大疾病并能够直接对组分进行高内

涵
、

高通量筛选的方法和技术
,

经过筛选发现活性之

后
,

在活性测试跟踪下逐步分离纯化
,

为阐明本草物

质组的功能提供技术支撑
。

( 2) 本草物质的高内涵
、

高通量筛选与评价

以前期的本草物质组分资源为基础
,

针对重大疾

病的预防与治疗
,

结合高内涵
、

高通量的活性筛选技

术
,

对本草物质组分资源进行全面
、

快速
、

定量的活性

筛选
,

勾画药材的活性组分分布图
,

为诊释中药多组

分多靶点整合调节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

并为抗精神

抑郁药物
,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药物
,

抗癌药物
,

抗病毒

药物等中药创新药物开发提供相关基础研究依据
。

( 3) 重大创新中药示范研究

本草物质组重大创新中药研究开发
,

是在中药临

床实践和理论的指导下
,

以经过高内涵筛选和全面表

征的候选创新中药品种为对象
,

通过制药过程技术研

究创新
,

建立过程先进
、

稳定可控的生产工艺 ;通过建

立药材标准
、

技术标准
、

过程标准和产品标准
,

形成中

药制药标准体系 ;针对开发品种
,

进行系统的 A D州 E[ /

T
、

代谢动力学和药理毒理研究
,

确定其药效物质基

础
,

分析其作用机理
,

评价其有效性
、

安全性
,

为重大

创新中药的国际国内注册申请提供充分的依据 ;创制

出物质基础清楚
、

作用机理 明确
、

标准体系健全
、

临床

安全有效的重大创新中药
,

为中药的现代化国际化提

供示范
,

提升我国中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3
.

3 中医药理论与本草物质组

( 1) 有效方剂筛选及评价

本草物质组继承中药资源宝库
,

针对重大疾病
,

在 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选择临床有效的药材和方

剂
,

作为本草物质组的研究对象
,

进行本草物质结构

组和功能组研究
。

同时
,

依据继承和创新的原则
,

在

选定的药材和方剂中选择若干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

的药材和方剂
,

通过标准化临床实验进行临床再评

价以进一步验证临床有效性
,

结合系统生物学等技

术评价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

通过指纹图谱等技术进

行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研究
,

实现传统的临床有效

性与有效性安全性
、

质量标准的统一
。

( 2) 本草物质组与系统生物学

系统生物学研究机体系统或整体的功能活动表

现或病理变化或药物治疗后的系统效应及其机理
。

这种研究思路与传统中医药的整体观理论及整体治

疗方法不谋而合
。

但是
,

系统生物学是对生物系统的

组成成分进行分析研究
,

在物质成分 (定性和定量 )明

确的基础上再进行从基因到细胞
、

组织
、

个体等各个

层次的关联信息的整合
,

需要有明确的外界
“

扰动
”

作

为研究手段
。

本草物质组研究获得的结构和功能明

确的标准组分资源将为系统生物学研究提供明确的
“

扰动
”

物质基础
,

进行多成分物质
“

扰动
”

条件下的系

统生物学研究
,

促进系统生物学在中医药理论
、

药效
、

安全性等领域的应用
。

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另一个重

要方面是从海量数据中发掘有价值的信息
,

数据处理

显得尤为重要
。

标准组分扰动下系统生物学研究将

面临更为复杂的数据处理工作
,

因此本草物质组用于

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将注重数据信息处理研究
。

( 3) 本草物质组与中医药理论

本草物质组将强化对中医药理论的继承和诊

释
。

本草物质组构建的高内涵的物质资源库结合高

内涵活性筛选
,

将传统中药资源转化为具有明确组

成和功能的现代资源
,

对传统中医药理论的诊释提

供基础
。

结合系统生物学等技术
,

对本草物质功能

组的生物活性与中药药性的关系进行诊释
,

解读中

医药多组分多靶点整合调节中医药理论
,

指导和促

进基于本草物质功能组的创新中药发展
。

4 我国实施本草物质组的优势

4
.

1 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确切的临床疗效

中华民族在几 千年中药的使用过程中
,

已经形

成了一套系统的中药理论
,

中药的临床有效性也 已

得到充分验证
,

这些 为本草物质组在我 国的实施提

供了强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

4
.

2 丰富的中药资源和人才基础

中药在我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
,

而且中药现

代化实施过程中建立了广泛 的 G A P 药材基地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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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研究在我国还具有最广泛的研究阵线
,

所形成的

研究队伍和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本草物质组在我国的

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4 3 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药在我国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

已被广泛用

于疑难疾病和慢性疾病的治疗
。

随着本草物质组的

实施
,

开发安全
、

有效
、

稳定
、

可控的重大创新中药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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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中国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基金 》期刊 (双 月刊 )创刊于 198 7

年
,

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直接主办的学术

期刊
,

同时一直是国家科技统计源期刊 (国家核心学

术期刊 )
,

是 目前国内惟一全方位展示科学基金的综

合性学术期刊
。

本刊常设栏目
,

包括
“

学科进展与展望
” , “

科学

论坛
” , “

成果简介
” , “

基金纵横
” , “

资料
·

信息
”

等
。

《中国科学基金》以广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申请者
、

承担者
、

评审者
、

管理者以及海内外所有

关心中国的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事业的人士为服务

对象
,

坚持
“

贴近读者
、

贴近科学基金
、

贴近科学前

沿
”

的办刊理念
,

形成了可读性强
,

并具有一定的权

威性
、

导向性
、

综合性和史料性的鲜明特色
。

《中国科学基金》全年定价 90 元
。

欢迎订阅
。

通讯地址
:
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83 号

,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社

联系人
:

刘俐 程宇

开户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太平庄支行

账号
:
0 2 0 0 0 10 0 0 9 2 0 0 0 6 2 4 8 3

联系电话
:
6 2 3 2 7 2 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