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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京英 陈 虎 庄颖娜在中药以现代制剂的

形式被日益广泛应用的当

下，时不时发生的不良反

应发生，使得不少人对此

忧心忡忡，更使外国一些

人谈中药色变。如何让西

方理解中医药理论体系的

内涵，进而接受和使用中

药，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

作。中药安全性评价这一

瓶颈，制约了中药走向现

代化和国际化。目前，在

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下，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根

本性的改变。

甘草“调和诸药”是何机理

人参、藜芦果真“互为克星”

鱼腥草注射液过敏是咋回事

哪些化合物能护肝

“是药三分毒，无毒不入药”。有关专

家强调，中药有毒，不在药之过，往往在

用之过，应管好“用药”这一环节。近

日，为缓解老百姓用药安全焦虑，有关部

门最近出台相关政策，要求 !" 种含毒中

成药在药品包装和说明书上加以标注。

人们常说“以毒攻毒”，而中药成分

复杂，很难全面准确标注有效成分。例如

人参，用现代方法已研究了 #$$多年，仍

有许多成分没搞明白。反过来，即使知道

了中药的化学结构，也不知道它在临床上

会产生什么作用。比如麻黄，按中药“四

气五味”理论来认识，它有发汗、平喘、

利尿三个功效，而其有效成分麻黄碱却只

有平喘作用，没有发汗、利尿的作用。也

就是说，有效成分不能全面地反

映中药的功效。

“有毒中药”如果

用得好，可减毒增

效，治愈疾病。

而毒性标签会吓

走患者，使其

错失治愈良机。中药毒性眼下

颇有被夸大之势，亟须现代科

技为中药正名，让古老的中医

药产业健康发展、传承，更多

地造福世界人民。

中
药
到
底
有
没
有
毒

!

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高月研究员领衔的
科研团队，充分吸收和运用系统生物学、生物
信息学、分析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历时 #$

余年艰苦攻关，在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领域取
得突破性进展。项目团队创建了中药早期毒性
预测、毒性物质分析和配伍禁忌评价等 %类技
术 "种方法，并利用这一综合技术平台，对临
床易发生不良反应的 &大类中药的安全性进行
了系统研究，阐明了中药配伍理论的现代生物
学机制，实证了“十八反”、寒热配伍、甘
草“调和诸药”等中医经典理论。由军
事医学科学院、浙江大学、解放军总
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国中
医科学院、深圳微芯生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南中医
学院 & 家单位科研人员
组成的项目团队，也
因此荣获了 !$#%

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
奖。

研

究

成

果

荣

获

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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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为什么能“调和诸药”？人参、藜芦为什

么互为“克星”？方剂煎煮为什么要有顺序、时间等

诸多讲究？

以人参与藜芦为例，科研人员首先研究了二者“不
相为谋”的物质基础。藜芦的毒性成分主要是以藜芦碱为

代表的多种生物碱，当人参与藜芦合煎时，这些有毒生物碱的
溶出增加，而人参皂苷等有用的药效成分溶出却减少。当采用不

同的药物配比、煎煮方法和时间时，毒性成分析出会发生明显变化。
因此，改变配伍比例、煎煮方法和时间，对药效有重要影响。研究人员

还进一步从分子生物学层面揭示了这些生物碱是怎样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
的。

中药的复杂性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研究发现，少量
人参能加剧藜芦的偏性，使其毒性明显增强，过量配伍，则可以掩盖

藜芦的偏性，促使其毒性减弱。更为神奇的是，当人参与藜芦
以特定比例配伍时，毒性竟然完全消失。由此看来，

反与不反，和与不和，并非绝对的，这是否
正是中医讲究辨证施药的奥妙所

在呢？

现代科技实证中药经典理论

中药注射剂为什么会引起不良反应？服用含有朱砂、雄黄的复

方药，有毒的汞和砷会不会在体内聚集？

中药注射剂作为一大创举曾为传统中医药的创新发展做出巨大
贡献，却也因严重的不良反应，成为中药走向现代化的“滑铁卢”。以鱼
腥草注射液为例，因其独特的抗菌效果，曾在!$$%年“非典”时备受追
捧。但由于连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年，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

中国中医科学院梁爱华带领科研团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集中
攻关。他们发现，鱼腥草、生脉等#$种注射液过敏性特点与真正
的过敏反应不同，为“类过敏反应”，也就是说并非由于人体产生
免疫抗体形成过敏反应，而只是缘于药物本身的刺激，如果能够
合理控制剂量、降低输液速度，完全可以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鱼腥草注射液中的致敏物质是一种用来促进
有效成分溶解和吸收的增溶剂，并找到了理想的替代物。

我国传统药材中很多含有有毒成分，如雄黄、朱砂中含有
毒重金属砷和汞。对于这类药物，国际上普遍以总砷、总汞量
为标准评判雄黄、朱砂的毒性，将其列入药物禁用名单。我国
医学界认为这种做法不科学，但却拿不出科学证据。
由于类似的原因，美国、加拿

大 、
欧盟等将
&$种中药列入黑
名单。科学评价方法
的缺失成为影响中药贸易的
关键问题。

为化解误解和偏见，项目团队通过
研究雄黄给药后脏器内无机砷和有机砷的分布
和蓄积特点，发现雄黄砷在血液中分布和蓄积最高，
揭示了其治疗白血病的可能机制。另外，雄黄中毒性大的
无机砷在体内可以快速转变为毒性低的二甲基砷。科研人员
进一步研究了量、时、毒关系，为合理确定雄黄的
使用剂量和用药时间提供了科学依据。同
时，科研人员也阐明了可溶性汞
在人体内的分布、蓄积
规律。

系统研究为现代中药正本清源

哪些化合物可以降低胆固醇？哪些能护肝？几种成分

同时入药会不会产生毒性？

为有效攻克配伍应用多样、毒理效应综合、毒性机制复
杂等中药安全性研究的关键技术难题，项目组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多项课题的资助下，建立了中药特性预警、分析、评
价关键技术和方法。
针对早期毒性预测技术缺乏的问题，浙江大学范骁辉团队采

用毒理基因组学相关技术，将药物毒性预测提前到了基因水平阶段。
通俗地说，就是在机体生理指标还未改变时，就能发现药物毒性引起

的基因变化，从而大大提高了中药毒性预警能力。这就相当于在你还没有
变胖的情况下，提前预知体内已经营养过剩，提醒你吃东西要注意。

项目团队在多项先进技术基础上构建的中药潜在毒性靶点、药物肝
毒性和中国药典全部有毒中药的基础数据库，整合了美国、日本相关数
据库内容，是目前最全面、最系统的有毒中药数据库。

这个综合性技术平台直接促进了 #$%个新药的研发进程。对多
个中药复方和单味药的药效部位、成分进行筛选，发现了可

以有效降低胆固醇的天然化合物，还研发了具有肝损伤
保护功能的新药“美甘乐”，并成功上市。其中

“红益胶囊”成为第一个针对高原缺氧所致
疲劳综合征的药物，在汶川、玉树抗

震救灾、南极极地考察、航天
员训练等多种特殊环境中

得到了应用。

综合平台提高药物研发效率

民间早有俗语：“今年冬令
进补，明年来春打虎”。根据天人相
应的观点，按四季“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的特点，冬季是封藏的季
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体在冬季新
陈代谢速度减慢，此时适当进补，可调
节和改善人体器官的生理功能，增强抵
抗力，达到防病和治病的效果。
那么，冬季究竟应该如何养生进补？

又有何规律可循？对此，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秦玉
峰说，冬季滋补养生有方法。

《黄帝内经》 中提到“天人合一、顺应
自然”，是养生的重要原则。书中强调“顺
四时而适寒暑”，并围绕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的规律，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的养生原则。

医圣张仲景认为，“冬季阳在里、阴不足
而胃中热”。清代中医学家张志聪在其《黄帝
内经素问集注》提及，“秋冬之时，阴盛于外
而虚于内”，即秋冬之时，阴虚于内，阴虚则
热，宜用养阴之品以补阴气。因此，人们在冬
季要格外注意阴精的培育与固护。

秦玉峰说：“阴为体，气为用。到了秋冬季
节，人的气息要落，靠的是肺、胃和肾。肾藏
精，由精转化成气，由气转化成神。如果冬天
精收得不够，来年如何转化成气？这就是
《皇帝内经》‘奉阴者寿’一说的内涵。”

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王国玮说，隆
冬时节是自然界阴气最盛的时期。而现
实生活中，高油脂摄入、烟酒过度、热衷
辛辣香燥食品的饮食习惯，大气污染
对肺的伤害，气候变暖造成的自然环

境“燥”气、“火”气增加等因素，都会劫伤阴
液，导致阴虚。

为此，专家建议，不妨趁着冬季进补的大
好时节，充分滋养阴精，多食用阿胶、枸杞、百
合、山药等物。资料显示，历史上皇室在冬季
特别是冬至节气，都有进补阿胶的养生传统。
我国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及东南亚华人，至
今仍然保留着这一习俗。

冬令进补 药食同源

“民以食为天”。中医自古有“药食同源”
的说法，中医药膳将中医药核心理论与丰富
的烹调技术完美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
食疗法。

冬三月生机潜藏，万物蓄积能量以候春
生，人亦如此，严寒之际代谢缓慢而食欲增
强，是一年中最佳的进补时节。秦玉峰说，冬
令进补也要视人们自身体质、年龄、所处之地
来选食用药。根据人的体质不同，有温补、清
补之分。阳气不足的人宜温补，如附子、红参、
羊肉之属；阴津亏虚、易上火的人应清补，如
阿胶、麦冬、百合等滋阴清热之属；血虚者冬
季宜吃羊肉、熟地黄、阿胶、当归、黑芝麻等补
血养精之药食。冬季果蔬如梨、猕猴桃、甘蔗、
柚子适宜阴津不足、有热之人，而白萝卜性凉
味辛甘，有下气消食、除痰润肺、解毒生津、利
尿通便之功效，是冬季食疗佳品。

王国玮建议，亚健康人群此时最适宜用
膏方进行调理，因为亚健康的人一般工作紧
张，吃汤药不方便，可以吃膏方。

养神怡情 运动有度

冬季养生保健要充分考虑到气温和人体
本身的因素，其中养神在养生中占有重要地

位。所谓“养神”，就是调摄精神，平衡心理。良
好的心理状态与和谐的社会关系，对于人体
健康的维持、疾病的治疗与预后均有积极作
用。北京中医医院教授王应麟强调，冬天因气
候寒冷，许多人不愿意参加体育活动，但正如
俗话所说：“冬天动一动，少闹一场病，冬天懒
一懒，多喝药一碗”。说明冬季坚持体育锻炼，
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事实证明，身体受到寒
冷的刺激，肌肉、血管不停地收缩，能使心脏
跳动加快，呼吸加深，增强体内的新陈代谢，
使身体产生的热量增加，这样，人的抗寒能力
可明显增强，从而达到冬季防寒的目的。

然而，冬季运动更强调量力而行，适可而
止。例如在时间上，要避开寒湿阴冷的雨雪天
气，以防阴邪侵入人体而伤及正气，最好选择
在温暖舒适、空气清新宜人的上午，此时有利
于人体阳气生发，气血流通，周身舒畅。运动
会让人感到精神清明爽朗，步伐敏捷轻盈。

冬季滋阴健体祛虚火小贴士：

方法：取阿胶、蜂蜜各 #(克，将阿胶研碎

放入锅内，加水适量，煮至阿胶融化，加入蜂

蜜，煮沸一会儿即可出锅。每日 #次，每次 #

杯，温服。还可以到药店购买阿胶原粉，直接

加入热水冲开，待温度降至 )$摄氏度左右时

再加入适量蜂蜜服用即可。

冬季进补 来春打虎
———冬季养生滋补正当时

程多闻

天人相应 养藏养阴

成年女性更需补钙
文 心

一份来自中国骨健康常识的调查报告显示，
约 *$+的受众不知晓成年女性补钙的必要性。
在收集的有效问卷中，约有 ")+的反馈来自女
性，显示出女性较男性更多关注于骨骼健康。
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公众对骨健康的基本
认知以及促进骨健康行为仍存在误区，需要更
多知识普及。

北京协和医院徐苓教授提醒，女性在 %$岁到
)$岁骨质密度达到骨峰值，之后会因骨质流失而
逐渐下降。骨密度峰值较低或在骨质流失时未及
时采取预防措施，都可能会为骨健康埋下隐患。
因此一定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膳食营
养，适量补充钙和维生素 ,，坚持体力活动等。
骨质疏松的预防越早越好，提高骨密度峰值、延
缓骨质流失是维持骨健康的关键。

雀巢大中华区营养健康总监贾梅表示：“成

人骨骼仅占体重的#-(，但对身体健康和生命活
力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女性骨骼较早开始衰
老，未来罹患骨骼疾病的风险也高于男性。女
性通常在工作和家庭中承担了双重责任，需
要更多关心自己的健康。有许多日常食物
可以为身体提供易吸收的钙质，通过食物
补并储存钙，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途径。”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副所长马冠生强调，从膳食中摄取足
量的钙以延缓骨质流失，是维持骨健
康的根本手段。成年女性应该进行钙
和维生素 , 的补充，而奶制品富含
钙，且更易吸收，使骨密度的增加更
为持久。因此，成年女性每日饮用不
少于 %$$.奶（相当于配方奶粉 ($.），
可以有效补充钙质。

逾40万中国宝宝为新年许愿
许愿是中国人的习俗，每到

新年，人们都会许下美好的愿

望。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

妈妈和宝宝齐聚海南三亚，参与

了名为“金质睡眠中国梦”的活

动，共同许下美好新年愿望。据

介绍，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

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新年许愿

活动，共征集到 )$ 万张睡宝宝

照片。

图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妈妈亲

手将自己对宝宝的梦想写在许愿

条上，和宝宝的甜美睡照一同放

进福袋并挂上枝头。 珏 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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