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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面向保健品配方剂量配比设计的应用需求，建立一种基于方剂药性特征的保健品配比设计方

法。方法：以石斛、党参降糖作用为例，以临床有效方剂药性特征为参考模板，通过计算不同配比的石斛、党参

方剂药性特征与经典方剂药性特征的欧氏距离，确定保健品方剂中各药味的配比。结果：建立了消渴方剂的药性

特征数据库，并根据消渴方剂的药性特征采用优化算法，选择与经典方剂玉液汤欧氏距离最近的保健品配比方

案，从而确定保健品方剂中党参、石斛的相对配比。结论：该方法所设计的保健品配方符合中医原理，其作用与

对应方剂的作用相近，所设计的保健品功能明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保健品配方设计中的剂量配比的近似值，

有利于提高保健品的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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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design method of health care product proportion based on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riptions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osage proportion design of health care product formulas. Method: Taking 

the hypoglycemic effect of dendrobium and tangshen as an example and taking medicinal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as a reference template, to confirm the proportion of each herb in health care product formulas by calculating the 

Euclidean distance between medici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riptions with different ratio of dendrobium and tangshen and medicinal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Results: The medicinal characteristics databases of prescriptions used in treatment of 

diabete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dendrobium and tangshen in health care product formulas was also confirmed by 

us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ccording to the medici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riptions used in treatment of diabetes and selecting 

the ratio solution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with the shortest Euclidean distance from Yuye decoction. Conclusion: The ratio solution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designed by using this method i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functions 

are explicit and similar to the corresponding prescriptions. The approximate value of components proportion in health care products 

could be find out to some extent,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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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人类对自身的健康日益关注。

保健品因其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且对人体不产生急性、亚急

性或者慢性危害，在维护人们的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

是在慢病辅助治疗和预防养生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我国传统

医药理论历来重视对机体的调节，注重养生保健之道，认为养

生保健的核心是要调整人体阴阳平衡，最终达到“阴平阳秘”

的和谐状态[1]。许多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药由此产生。自古以

来，中医就有药食同源之说。以中药为原材料的保健品开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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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到优势。在我国的保健品市场，中药保健品占了很大份额。

目前多数中药保健品的研发多源于经典复方。这些经典复方在

长期的实践中已被验证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但如果按原方照

用，由于存在药味众多，而不适合用于只以调节机能为目的，不

以治疗为目的的保健品研发。故，多数经典方需精简药味后方

能适合保健品的开发。然而在对经典方精简的过程中，由于减

少了药物，原方的配伍关系会发生改变。如果精简后的处方，

药味之间的配比不作相应调整，则会影响处方的功效。如何确

定精简后处方中药与药的配比关系，使精简后的方剂与原方接

近，是中药保健品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精简后的方剂的功能

是否与原方保持一致或者相近，主要在于二者药性的相似性。

精简前后方剂的药性越接近，则这两个方剂的相似度越大，功

效主治就越接近。故本文在方剂药性特征的基础上，以石斛、

党参降糖作用为例，探讨基于方剂药性特征的保健品配比设计

方法。

资料与方法

1. 方法原理

1.1 建立消渴方剂药性特征数据库 方剂药性特征是方剂

呈现出来的整体药性特征，取决于方剂中各单味药的药性及

用量。对各药性而言，目前并无定量衡量药性强弱的方法和标

准，本文近似假定来自于不同药物的同一药性没有区别，其强

弱只从方剂中具有该药性的药物用量来考虑。因此，方剂药性

特征中的某个药性，用方剂中各味药的该药性乘以相应药味的

用量百分比之和计算。本文以《中药方剂大辞典》中消渴方剂

共292首为例，选取24个药性（寒、热、温、凉、平，辛、甘、酸、

苦、咸、淡、涩，心、肝、脾、胃、肺、肾、大肠、小肠、膀胱、心

包、胆、三焦）为基本指标，药性的表现形式为1或0。根据文献

[2]所建立的方法计算24个药性指标，将以药味表达的方剂转

换成用药性表达的方剂，建立消渴方剂药性特征数据库[2]。

1.2 建立保健品配方不同配比形式下方剂药性特征 以

石斛、党参两种药物组成的配方为例，将药物按9∶1、8∶2、

7∶3、6∶4、5∶5、4∶6、3∶7、2∶8、1∶9 9种比例，分别计算其

药性特征。

1.3 计算分析 计算不同配比下的保健品方药与消渴方的

药性特征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选择与消渴方最为接近的配比

作为设计方案。

2. 数据来源 消渴方剂来源于《中药方剂大辞典》。消渴方

中每个药的药性来源于201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结果

1. 消渴方剂的药性特征数据库 见表1。

表1 部分消渴方剂药性特征

方剂 辛 甘 咸 … 寒 热 温 … 心 肝 脾 …

二丹汤 0.24 0.52 0.24 　 0.71 0.00 0.00 　 0.76 0.48 0.14 

人参汤 0.08 0.83 0.00 　 0.67 0.00 0.00 　 0.50 0.17 0.42 

滑石散 0.25 0.50 0.00 　 0.75 0.00 0.00 　 0.25 0.50 0.50 

滋渴汤 0.14 0.71 0.00 　 0.14 0.00 0.43 　 0.43 0.14 0.86 

滋阴降火丸 0.00 0.72 0.07 　 0.72 0.00 0.14 　 0.34 0.34 0.07 

犀角丸 0.23 0.69 0.46 　 0.24 0.08 0.00 　 0.54 0.39 0.23 

解沫散 0.15 0.85 0.00 　 0.54 0.00 0.31 　 0.46 0.54 0.00 

解渴饮子 0.18 0.64 0.00 　 0.29 0.00 0.32 　 0.36 0.18 0.71 

翠碧丸 0.68 0.32 0.42 　 0.58 0.00 0.26 　 0.47 0.16 0.42 

…… 　 　 　 　 　 　 　 　 　 　 　 　

中医消渴是以多饮、多食、多尿、身体消瘦，或尿浊、尿有

甜味为特征的病症。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绝对或相对不足，或

胰岛素抵抗，使体内糖、蛋白质及脂肪代谢发生紊乱而导致的

代谢性内分泌疾病，属于中医学“消渴”病范畴。

本文以石斛、党参配方的降血糖作用为例，故用中医治疗

消渴的方剂建立药效特征数据库。《中医方剂大辞典》中的292

个治疗消渴方剂涵盖了治疗消渴的经典方，能较为全面的反映

消渴方的方剂药性特征。例如二丹汤，根据计算，其方剂药性

特征为：辛0.24，甘0.52，咸0.24，苦0.71，淡0.14，酸、涩均为

0.00；寒0.71，平0.29，温和热均为0.00；归经中，心经0.76，肾经

0.76，肝经0.48，胃0.24，脾0.14，大肠0.14，其余皆为0.00。通过

计算数值可以看出，该方剂的药性特征寒性，不具有温热性；

从味特征可以看出该方剂主要具有苦味，其次为甘味，再其次

表2 石斛党参不同配比药性特征

配比 中药 辛 甘 咸 苦 涩 酸 淡 寒 热 温 凉 平 心 肝 脾 胃 肺 肾 大肠 小肠 膀胱 心包 胆 三焦

石斛 1 1 1 1

党参 1 1 1 1

石斛9党参1 0 1 0 0 0 0 0 0.9 0 0 0 0.1 0 0 0.1 0.9 0.1 0.9 0 0 0 0 0 0

石斛8党参2 0 1 0 0 0 0 0 0.8 0 0 0 0.2 0 0 0.2 0.8 0.2 0.8 0 0 0 0 0 0

石斛7党参3 0 1 0 0 0 0 0 0.7 0 0 0 0.3 0 0 0.3 0.7 0.3 0.7 0 0 0 0 0 0

石斛6党参4 0 1 0 0 0 0 0 0.6 0 0 0 0.4 0 0 0.4 0.6 0.4 0.6 0 0 0 0 0 0

石斛5党参5 0 1 0 0 0 0 0 0.5 0 0 0 0.5 0 0 0.5 0.5 0.5 0.5 0 0 0 0 0 0

石斛4党参6 0 1 0 0 0 0 0 0.4 0 0 0 0.6 0 0 0.6 0.4 0.6 0.4 0 0 0 0 0 0

石斛3党参7 0 1 0 0 0 0 0 0.3 0 0 0 0.7 0 0 0.7 0.3 0.7 0.3 0 0 0 0 0 0

石斛2党参8 0 1 0 0 0 0 0 0.2 0 0 0 0.8 0 0 0.8 0.2 0.8 0.2 0 0 0 0 0 0

石斛1党参9 0 1 0 0 0 0 0 0.1 0 0 0 0.9 0 0 0.9 0.1 0.9 0.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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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辛、咸、淡味，不具有酸涩味；归经特征中可看出该方剂主要

对心和肾经的作用强，其次是肝经，再其次是胃、脾和大肠，而

对肺及其余经则不产生作用。由此可见，方剂药性特征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方剂的作用特征和功能。

2. 九个配比下的石斛与党参药性特征 见表2。由表2可以

看出，当石斛与党参在不同比例剂量下，其方剂药性特征不同。

如石斛与党参按9∶1组方时，表现为较强的寒性，归经以入胃、

肾经为主，而对脾和肺经较弱，说明其以清热滋阴为主，主要以

清胃热和滋养胃、肾之阴为主。随着党参剂量的加大，该方的寒

性减弱，对肺和脾经的作用增强，当石斛∶党参在5∶5时，其入

肺和脾经的比例已和入胃和肾经的比例相同，说明已表现出补

脾气和肺气的功能。随着党参比例的增加和石斛比例的减少，

寒性进一步减弱，对胃和肾经的作用也减弱，而对肺和脾经的

作用明显增强，体现明显的补气健脾作用。说明方剂剂量的不

同配比会改变方剂的药性，进而引起方剂功效的变化。

3. 计算分析 计算石斛党参不同配比的方剂药性特征与

各消渴方方剂药性特征的欧几里得距离，分析发现，石斛党参

（4∶6）的配方结果与消渴方剂中的玉液汤最为相近。本节将石

斛党参不同配比的配方结果与消渴方剂的距离按照平方的欧几

里得距离由小到大排序如表3所示。

通过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与石斛-党参这种组合设计的药

性配比最接近的是玉液汤。玉液汤出自《医学衷中参西录》上

册。其药物组成为：生山药1两，生黄芪5钱，知母6钱，生鸡内

金2钱（捣细），葛根1钱半，五味子3钱，天花粉3钱。玉液汤

为治疗阴虚消渴的传统方剂，但在配伍组方时，却以甘温补

气升阳的黄芪为君药，配以滋阴清热的葛根、山药、知母、天

花粉，充分体现了中医“气能生津、阳升而阴应”的学术思想

和整体观。

在本文的保健品配伍设计中，用补气的党参与滋阴清热的

石斛进行配比，其组方的整体结构与经典方剂玉液汤基本一

致，且两药剂量的合适配比为6∶4，表现其功效以补气健脾为

主，兼能滋阴生津，也体现了中医“气能生津”的思想。中医认

为消渴的病因病机主要与饮食不节，长期过食肥甘厚味使脾胃

运化失职，积热内蕴，化燥耗津或为情志失调致气机郁结化火，

消烁肺胃阴津有关。而糖尿病患者在发病前也多有饮食不节，

过食肥甘厚味，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或思虑过度等因素有

关，这与中医对消渴病因病机的认识一致。中医认为饮食不节、

思虑过度均会伤及脾脏，从而导致脏腑机能失调而致。本方剂

以补气健脾的党参剂量比例为6，能针对伤脾的病因病机，调理

脾胃，增强脾的运化功能，发挥调节脏腑机能的作用。石斛甘

寒，入肺肾经，在方中的剂量比例为4，能针对积热化燥伤津，

发挥滋阴清热、生津的作用。以补气健脾的党参与甘寒滋阴清

热的石斛按6:4的配比，能标本兼顾，以本为主，重在调节脾的

机能，符合中医治疗糖尿病的基本原则。

现代医学认为胰岛素抵抗和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下降是糖

尿病的病理基础，胰岛素抵抗对血糖等物质代谢所引起的代谢

综合征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病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多糖类物质

在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方面有较好的生物活性[3-6]，其主要

通过对糖代谢酶的调节和对激素水平的调节产生作用，可抑制

糖异生，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胰岛素受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从而降低血糖，达到改善糖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的目的[7]。

本研究的方剂中党参和石斛均含有多糖，尤其是党参药材中多

糖含量较高，可达到42.27%[8]，是党参的有效成分之一。此外，

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自由基与糖尿病关系密切，它能直接

破坏胰岛β细胞的膜结构，损伤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DNA），

导致胰岛素原合成障碍从而引起糖尿病[9]。而党参多糖在体内

外均具有良好的清除自由基作用[10-11]，能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的表达量，抑制活性氧自由基（ROS）的产生，从而抑制

氧自由基对胰岛β细胞的损伤。这也是重用党参能发挥降糖作

用，并调节机体功能的生物学基础。

表3 不同配比石斛党参与消渴方的欧几里得距离

石斛党参组成配比 方剂  平方欧几里得距离  

石斛党参4∶6 玉液汤 0.374

石斛党参5∶5 玉液汤 0.425

石斛党参3∶7 玉液汤 0.442

石斛党参6∶4 千金散 0.458

石斛党参6∶4 祛烦养胃汤 0.481

石斛党参5∶5 千金散 0.498

石斛党参5∶5 荠苨丸 0.516

石斛党参6∶4 荠苨丸 0.526

石斛党参7∶3 千金散 0.538

石斛党参7∶3 祛烦养胃汤 0.553

石斛党参3∶7 玉壶饮 0.590

石斛党参4∶6 铅丹散 0.602

石斛党参4∶6 荠苨散 0.620

石斛党参2∶8 玉液汤 0.631

石斛党参7∶3 枸杞根饮 0.641

石斛党参3∶7 子童桑白皮汤 0.642

石斛党参2∶8 玉壶饮 0.690

石斛党参2∶8 人参汤 0.718

石斛党参8∶2 千金散 0.739

石斛党参8∶2 祛烦养胃汤 0.745

石斛党参8∶2 枸杞根饮 0.803

石斛党参1∶9 干葛散 0.821

石斛党参1∶9 人参汤 0.867

石斛党参1∶9 玉壶饮 0.910

石斛党参9∶1 祛烦养胃汤 1.057

石斛党参9∶1 千金散 1.059

石斛党参9∶1 止消汤 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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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本方法筛选的降糖配方石斛∶党参4∶6的

配比，符合中医治疗消渴的原理，与对应方剂主治的病症一

致，且与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结果相吻合。这一方法尤其适合于

在药物既定的前提下，筛选药物不同配比所可能存在的特定

功能。例如，一些药材种植基地可以借用此方法针对基地药材

设计合适的保健产品，并较快发现这些产品的功能方向。由

于这一方法中所用的药性不具备精确的定量意义，这也是目前

药性理论研究尚未有效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这一方法不适

合用于药物之间的精确定量和配比，更不可能替代基于药效

学实验的配比优化。

结论

本文面向保健品配比设计和功能发现的应用需求，建立了

一种基于方剂药性特征的保健品配比设计和功能发现方法。

以石斛、党参道地药材保健品开发为例，利用方剂药性特征欧

几里得距离计算方法，以治疗糖尿病经典方剂玉液汤为模板，

发现了石斛党参的合适配比及其在功能上与玉液汤的方向一

致性。该方法以临床有效方剂药性特征为参考模板，所设计的

保健品配方符合中医原理，与对应方剂主治的病症一致，使所

设计保健品的功能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提高保健品的开发效

率。该方法可用于新方剂的筛选和功能发现，并明确自拟配方

的应用范围；同时，还可探索已开发配方的新主治功能。因此，

该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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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鳖甲煎丸对肝癌细胞周期及Wnt/β-catenin信号

通路中β-catenin、COX-2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贾文燕1，贺松其1，文彬2，孙海涛1，樊尔艳1，郑艳1

（1南方医科大学，广州  510515；2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五八医院，广州  510602）

摘要：目的：研究鳖甲煎丸对肝癌细胞HepG2细胞周期、Wnt信号通路中β-catenin蛋白及其磷酸化水平、靶

基因COX-2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探讨鳖甲煎丸抗HepG2细胞增殖、黏附与侵袭的作用机制。方法：运用血清药

理学方法，以鳖甲煎丸含药血清、空白血清及索拉菲尼含药血清分别培养HepG2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Western 

Blot检测药物对细胞周期、Wnt信号通路中β-catenin、phospho-β-catenin（Ser675）、COX-2蛋白表达水平的影

响。结果：鳖甲煎丸高中剂量组、索拉菲尼可使HepG2细胞发生G1期阻滞，下调HepG2细胞中β-catenin、COX-2、

phospho-β-catenin（Ser675）蛋白表达水平。结论：鳖甲煎丸可抑制HepG2细胞增殖、黏附与侵袭，其机制可能与

其使细胞发生G1期阻滞、减少β-catenin在细胞中的积聚、干预phospho-β-catenin（Ser675）的促转录作用、抑制靶

基因COX-2表达具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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