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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利用中药药性数据预测平台对部分中药组分和中药饮片药性进行预测，建立中药饮片与中药组分药性的

关系。方法:在组分药理作用的基础上，运用药性数据预测平台，对中药组分的药性进行预测。结果:中药饮片与中药组分药

性预测相同与相近的结果总和达到了 75%以上。结论:饮片药性与中药组分药性之间存在自相似关系，体现了不同层次间的

药性具有继承性、加和性和涌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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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是中医从宏观角度对中药饮片的临床效应的归纳

总结，是中医遣药组方的理论依据。因此，中药药性理论是

中药区别于天然药物的重要标志，在指导中医临床用药方面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药组分是由一类理化性质和药理活性相似的成分，按

照一定比例形态存在的具有完整结构和药理活性的集合。
越来越多的中药组分成为了中药的新成员，然而组分有没有

药性，组分药性如何确定，就成为中药组分药性理论应用的

关键问题。无论中药饮片、组分、成分还是方剂，就其由功能

概括药性的过程而言，不同层次上的药物实体并没有区别，

也就是说，饮片有药性，而同样在临床上具有特定功能的成

分、组分也具有其药性。
中药组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药组分的物质基础研究、

药理作用研究等，而中药组分药性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少。相

同药性的中药中含有同类化学成分，例如辛温药大多包含的

挥发油类成分，苦寒药大多含生物碱和苷类成分，甘平药大

多含蛋白质和氨基酸类成分。周正礼等
［1］

分析了 20 种典型

寒性中药和热性中药的总糖含量，探讨了总糖含量与寒热药

性的关系。研究发现:中药的寒热药性与总糖含量有明显相

关性，热性中药的总糖含量总体高于寒性中药的总糖含量。
匡海学提出中药的性味与其化学成分密切相关，而且呈现一

定规律性，特定骨架的分子或分子群应该有一定的生理活

性，即性味，中药的性味具有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
［2］。这些

研究虽然对中药药性的物质基础和组分的药性做了大量的

工作，但并没有明确饮片药性与组分药性之间的关系。

本课题组在对大量药理研究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运

用贝叶斯网络学习算法构建了药性的分类模型。所建药性

贝叶斯网络分类模型可用于预测中药有效组份的药性，并

探讨饮片药性与组分药性的关系，提出了饮片药性与组分药

性间具有继承性、加和性和涌现性
［3］。

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中药是一个复杂系统，系统的整

体与局部在性质或结构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在药性层面体

现为自相似性，所以笔者提出中药组分、饮片在药性层面存

在自相似性，可通过饮片的药性来分析、预测组分、饮片的药

性。据此，对中药部分组分的药性进行了预测，并根据预测

结果建立了饮片药性和组分药性之间关系。
1 数据

本课题组前期已经通过中药饮片的药性和药理作用数

据记载，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建立了基于药理作用预测中药组

分的药性模型
［4］。

1. 1 数据来源与采集 数据集中所收录的中药全部选自

《中国药 典 (2005 年 版)》［5］。利 用 中 国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CNKI)检索自 1980 年以来有关这些药物的药理研究的全

部文献，并参考《中药学》［6］、《临床中药学》［7］，对中药的药

理作用进行标引;依据药典对其药性信息进行标引。

所采集的药理指标包括抗菌、抗真菌、抗病毒等共计 66

个属性。整理之后，药理指标(属性)为 39 项，包括:抗菌、抗
真菌、抗病毒、免疫促进、免疫抑制、镇静、催眠、抗惊厥、镇

痛、解热、抗炎、强心、降血压、抗心肌缺血、抗心律失常、抗动

脉粥样硬化、降血糖、抗凝血、改善微循环、止血、抑制血小板

聚集、降血脂、抗缺氧、抗疲劳、保肝、利胆、抗溃疡、泻下、止
泻、延缓衰老、抗氧化、益智、抗生育、杀虫、利尿、镇咳、祛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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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喘、抗肿瘤。
四性包括寒、热、温、凉、平，将大寒、寒、微寒都归为寒，

将大热、热都归为热;五味包括酸、苦、甘、辛、咸，对涩和淡未

作研究;归经包括肝、心、脾、肺、肾、胆、胃、小肠、大肠、膀胱、
心包、三焦。
1. 2 数据结果的界定 根据预测模型，与所引文献进行对

比，分别判定为饮片药性与组分药性相同、相似和不同。如

金银花药性为寒，而绿原酸药性预测为凉，就判断药性相似;

水蛭药性为热，水蛭素药性为平，则判断为不同，苦杏仁药性

为温，苦杏仁苷药性为温，则判断为相同。对于归经和五味

的界定分为相同、部分相同和不同。例如酸枣仁归为心、肝、

胆经，酸枣仁苷预测也归为心、肝、胆经，则判断为相同，苦杏

仁归为心、肺经，苦杏仁苷预测归为肺、大肠经，则判断为部

分相同，天花粉归为肺、胃经，天花粉蛋白预测归为肝、心、肾
经，则判断为不同。天麻为甘味，天麻素预测也为甘味，则判断

为相同，苦参为苦味，苦参碱预测为苦、甘、涩味，则判断为部分

相同，桂皮为辛、甘味，桂皮醛预测为苦味，则判断为不同。
2 结果与讨论

使用药性预测平台，通过输入药理作用，平台界面输出相

应的中药组分药性预测，现已预测了100 味中药中的140 个有效

组分的性、味、归经，并将其与原饮片的性味进行了比较。部分

中药组分药性预测结果与原饮片对照后结果见表1。

表 1 中药组分药性预测结果

Table 1 Predictive nature proper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中药组分 药性预测结果 中药饮片 饮片药性

麻黄碱 平;苦;肺 麻黄 温;辛、苦;肺、膀胱

白芷香豆素 温;辛、苦;肺，心、心包 桂枝 温;辛;心、肺、胃、大肠

苦参碱 寒;苦、甘;心、肝、胃、膀胱、脾、肺、胆 苦参 寒;苦;心、肝、胃、大肠、膀胱

绿原酸 凉;甘、苦;心、胃 金银花 寒;甘;肺、心、胃
苦杏仁苷 温;苦、甘、辛;心、肺 苦杏仁 温;苦;肺、大肠

水蛭素 热;酸、苦;咸、肝 水蛭 平;苦、咸;肝

昆布多糖 凉;咸;肝、肾 昆布 寒;咸;肝、肾
酸枣仁苷 温;酸、甘;心、肝、胆 酸枣仁 平;酸、甘;心、肝、胆
天麻素 甘;肝;心 天麻 平;甘;肝

枸杞多糖 平;酸、甘、咸;肝、心、肾 枸杞 平;甘;肝、肾
黄芩苷 寒;苦、甘;肺、胆、肝、心、膀胱 黄芩 寒;苦;肺、胆、胃、大肠

丹参素 凉;苦、甘、咸;心、肝、肾 丹参 寒;苦;心、肝
丹参酮 寒;甘、咸;心、肝、胆 丹参 寒;苦;心、肝
丹酚酸 平;苦、甘;肝、心、胆 丹参 寒;苦;心、肝
艾叶油 热;辛;心、肺、胆、膀胱 艾叶 温;辛、苦;脾、肝、肾
薄荷油 凉;辛、苦;肺、肝、脾、心包、胃 薄荷 寒;辛;肺、肝
天花粉蛋白 寒;甘;肝、心、肾 天花粉 寒;甘、苦;肺、胃
川芎嗪 热;甘、辛;心、肝、胆 川芎 温;辛;肝、胆、心包

对 140 个中药组分的药性预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四气

预测结果中，31 个组分的药性与来源饮片的药性相同，所占

比例为 22. 14%，71 个组分的药性与来源饮片的药性相近所

占比例为 50. 17%，38 个组分的药性与来源饮片的药性差异

较大，占 27. 14% ;五味预测结果中，1 个组分的药味与来源

饮片的药味相同，占 0. 7%，104 个组分的药味与来源饮片的

药味部分相同，占 74. 28%，35 个组分的药味与来源饮片的

药味完全不同，占 25% ;归经预测结果中，4 个组分的归经与

来源饮片的归经相同，占 2. 86%，110 个组分的归经与来源

饮片的归经部分相同，78. 57% ;26 个组分的归经与来源饮片

的归经完全不同，占 18. 57%的比例。无论是四气、五味还是

归经，相同和相似的预测总和分别达到了 72. 31%，74. 98%

和 81. 43%。

以上结果可见，在临床上具有特定功能的成分、组分与

饮片一样也有其药性，并且有效成分、有效组分和饮片的药

性可能相同，也有可能并不一致。数据表明，饮片药性与中

药组分药性之间具有自相似性，主要表现为继承性、加和性

和涌现性。

所谓继承性是指成分、组分的药性与饮片药性存在一定

的联系。部分中药组分与来源饮片在四气药性上相同，见表

1，例如薄荷、金银花、天花粉的药性为寒，其组分薄荷油、绿
原酸、天花粉蛋白的预测药性也是寒，这说明了药性具有继

承性的特点。组分药性的继承性恰恰说明所研究组分为原

饮片功效的主要物质基础，具有代表性，是药性自相似性的

体现。

加和性是指饮片药性是成分、组分药性加和而成，成分

相对比例、药性强弱、药性间协同与拮抗关系等都会影响饮

片的性味。组分药性所有加和性主要体现在饮片药性与组

分药性相近，体现了随着化学物质基础的细化，组分的功效

更具有针对性，表现为或增加或减弱;涌现性是指成分、组分

药性和饮片药性之间存在差异。例如丹参，其饮片本身为苦

味，其主要药效成分丹参素、丹参酮、丹酚酸不仅具有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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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时出现了甘味和咸味，相同的药味“苦”即为组分与其对

应饮片的药性继承性，差异的药味“甘”和“咸”则体现为药

性涌现性，在组分药性的加和后体现饮片整体药性的过程

中，由于苦味为其共同药性，且火(苦) 生土、土( 甘) 生金、金
生水(咸)，苦味是根本味，加和为苦味，而且丹参具有养血安

神的作用，在其饮片苦寒药性中未予体现养血的功效，在预

测组分药性中，预测得到了甘味，甘味能够补益养血;在对中

药组分绿原酸的预测中，其药性与原饮片金银花相比多了苦

味，这与金银花清热解毒之功效相符;苦杏仁苷的药性较之苦

杏仁出现了“甘”和“辛”味，苦杏仁具有止咳平喘，润肠通便之

功效，治疗各种咳喘，尤其擅长外感，这与预测之辛味发散功

效相符，而且苦杏仁油脂多润也与甘味补益作用相符。涌现

性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饮片所包含的功效，在临床上没有

观察到或被忽视，而药理实验也不可能对所有功效进行验证

所造成的;二是随着化学成分的纯化，药效物质基础的药效性

质凸现的结果，是新的药理作用所致。涌现性表明中药随着

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研究的发展，将会更加丰富与多样。
作者认为，组分药性与饮片药性之间存在自相似关系，

中药饮片的药性是对其所含有效组分药性的复杂整合，表现

为组分药性与饮片药性相比，具有继承性、加和性和涌现性。
如果将中药饮片和组分理解成一个系统的不同层次，对于这

个系统来说，同一饮片与所含化学组分的药性具有自相似性。
可见，药性的继承性、加和性、涌现性实为指导中药临床

合理应用和药物研发的基础，深入研究其继承、加和和涌现

规律将是药性理论乃至中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中药药

性理论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能够用来描述中药组分，

指导临床用药。能够对中药组分进行药性预测，可以发现组

分在药性层面的规律，为组分配伍提供理论支持。对于药性

涌现性的研究，将为发现组分新的功能和中药所具有的新的

潜在疗效提供指导。
基于临床应用、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相互关联的组分药

性的研究，立足于临床有效性和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继承，充

分应用了现代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结合信息技术

和数据库知识挖掘技术平台建设，体现了药性的系统性，解

决了一药一性，一性多味研究的不足，为药性研究开拓了一

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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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dict part of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and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by u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property data prediction platform，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Method:

The proper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were predicted by using the medicinal property data predic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he components. Ｒesult: The total sum of identical or similar results of the prediction for the proper-
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accounted for over 75% . Conclu-
sion: The self-similarity exists between proper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
tion pieces，which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additivity and emergence among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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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similarity of proper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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