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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血清药理学在中药及复方研究中

应用的评价
张群豪

中药复方多数是通过口服而起作用的
。

用

中药粗制剂直接加入离体反应体系中 (如细胞培

养或酶反应等 ) 进行实验研究
,

在方法学上存在

很多问题
。

由于中药存在不少杂质成分
、

各种

电解质或揉质成分
,

以及不同酸碱度的影响等
,

都会对其生理活性造成一定的假象
,

从而影响

实验结果 的正确性
,

使 实验 结论 不 尽可 靠
。

1 98 4 年
,

在 日本召开的第一届和 汉医药学会

上
,

日本学者提出给动物灌服中药一定时间后
,

取其血清进行实验的药理学新方法
。

之后
,

狄

原幸夫命名此新方法为血清药理学
,

并成立 了

血清药理学研究会
,

决定每年召开 一次会议
。

此后
,

尤其是近年
,

血清药理学不断地被用于

一些中药及西药的药理学研究中
,

并与体外实

验所见作比较
,

取得了进展
。

I w a m a H 等应用血清药理学方法研究中药

复方小柴胡汤的致有丝分裂作用并与强的松作

对照
,

结果发现小柴胡汤煎剂浓缩液直接加到

细胞培养基中有致有丝分裂作用
,

而用含小柴

胡汤血清则无此作用
,

并分析其原因认为小柴

胡汤致有丝分裂作用
,

可能由一些不能从 胃肠

道吸收的大分子物质产生
,

或因其有效成 分经

消化道或肝脏代谢失活所致
,

含强的松血清的

作用比直接加强的松作用更强
,

可能与血清 中

含有强的松代谢活性产物如葡糖昔酸的存在有

关
。

M as a o m i U 等研究 中药黄连
、

赤芍
、

生

姜
、

丹皮
、

黄琴及黄精对花生四烯酸生物转化的

影响时发现
,

含黄连和赤芍的血清抑制花生四

烯酸的生物转化
,

而其煎剂浓缩液则无效
;
相

反
,

生姜
、

丹皮
、

黄荃及黄精煎剂浓缩液有效
,

而其相应的含药血清却无效
。

S a k a e A 等研究

左旋咪哇对脂多糖致有丝分裂作用的影响时发

现
,

含左旋咪哗血清有增强脂多糖的致有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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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作用
,

且其作用与体内实验所得结果类似
,

而直接加左旋咪哇则无效
。

本刊本期在
“

实验研

究
”

专栏内
,

刊出一篇
“

用血清药理学方法观察

血府逐痕浓缩丸对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家兔主

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的影响
” ,

也注意到含 中药

血清和中药煎剂浓缩液的作用是有区别的
,

这

可能与有些有效成分未能从消化道吸收
,

或因

在体内代谢失活有关
。

认为血清药理学方法值

得在中药尤其是复方研究中注意应用
。

血清药理学方法为中药药理学研究无疑提

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

提高了中药药理研究的可

信度
。

具有如下优点
:

( l) 体外实验药物直接接

触细胞或器官
,

中药粗制剂的杂质成分
、

各种

电解质或续质成分
、

不同酸碱度的影响等
,

都

会对实验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

而中药粗制剂

经 口服吸收后
,

用含药血清进行体外实验
,

可

以排除以上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
,

比较接近药

物体内环境中产生药理效应的真实过程
。

(2) 中

药复方体外实验有效
,

当其有效成分没从胃肠

道吸收 (如某些高分子化合物 )
,

或经体内吸收

代谢后失活
,

血清药理学可避免体外实验得出

的错误结论
。

( 3) 对某些本身无直接作用
,

但经

体内代谢后产生作用
,

或通过第二信使而间接

起作用的药物
,

血清药理学可分辨出来
。

血清药理学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新的药

理实验方法
,

然而也存在不少问题
,

如血清成

分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影响
,

血清标本采集时间

的确定
,

含药血清药物浓度测定的困难
,

以及

中药尤其是复方的复杂的药代动力学及血清药

化学探索等
,

尚需不断地加强研究
,

使其在中

药单味药及复方研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

尽管血清药理学还存在一些问题
,

但可 以

预见它将在中药药理学或药效学研究以及临床

药理学研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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