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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医药体系中，中药性味理论作为一项古老而重要的理论，承载着中医药治疗思想的精髓。性味理论认为中药的药

效与其味道和性质密切相关，它是中医药治疗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中药性味理论的研究也进入

了新的阶段。基于此，本篇文章将对中药性味理论的现代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全面了解中药性味理论在药物研发、临床

实践和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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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heory of the nature and tas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an 

ancient and important theory, carrie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ideas. The theory of properties and flavors 

suggests that the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taste and properties, and it is one of the basic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on 

the properties and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lso entered a new stag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perties and flavors,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perties and flavors theory in drug development, clinical practice,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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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药性味理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凝

聚了几千年来医者们的临床经验和智慧，是中医药学中不

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之一。根据这一理论，药物的味道和性

质对其药效和适应症具有重要影响。古代医家通过观察药

物的性味，分析其对人体的作用机制，从而设计出了许多

经典方剂，并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随

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对中药性味理论的认识也在不断

深化。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为中药性味理论的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加速了这一古老理论的现代化进程。因

此，探讨中药性味理论的现代研究进展，对于推动中医药

学科的发展和提升中医药在临床实践中的地位具有重要

意义。 

1 中药性味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1.1 古代中药性味观念的形成 

古代中药性味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的人

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实践积累。随着人类对植物、动物等

生物资源的探索，他们逐渐发现不同草药或食材的味道和

性质各异，并开始将这些观察到的现象系统化为药物的性

味理论。在古代医学典籍中，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

经》等，早已记载了对药物性味的观察和总结。古代医学

家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发现药物的性味不仅仅是单纯

的感官体验，更是与药物对人体的作用机理息息相关。例

如，苦味的药物常被认为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而甘味的

药物则被认为具有补益和滋润的功效。这些观念的形成既

是对药物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人体生理反应的认知，

奠定了中药性味理论的基础。 

1.2 中药性味理论的发展历程 

最早的中药性味理论可以追溯至古代医学经典《黄帝

内经》和《神农本草经》等典籍中。汉代，张仲景编纂的

《伤寒杂病论》进一步系统化了中药性味理论，将药物的

性味特征与疾病的病机相结合，提出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随后，隋唐时期的《本草经》和宋代的《本草纲目》等药

物学著作对中药性味进行了更加详细和全面的归纳总结，

进一步丰富了中药性味理论。明清时期，随着医学理论的

不断发展和医学实践的积累，中药性味理论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本草纲目》成为中药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对

中药性味的分类、性质以及药物的功效作用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同时，随着药物炮制技术的不断提高，中药性味理

论也得到了更加细致和准确的理解和应用
[1]
。近现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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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中药性

味理论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通过现代药理学、药物化

学等学科的研究，揭示了药物性味与药物化学成分、药理

作用之间的关系，为中药性味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方法。 

1.3 中药性味理论在古代医学体系中的地位 

在古代医学体系中，中药性味理论占据着至关重要的

地位，被视为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医学实践

的方方面面。古代医学家深信药物的性味与其对人体的作

用密切相关。根据《黄帝内经》的记载，药物的不同性味

可以对应五行学说，即药物的性味可以影响人体的五脏功

能，从而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古代医学家注重药物的组

方配伍，相信不同性味的药物可以相互调和、增强疗效，

或者起到互补、调节的作用。根据《伤寒杂病论》，医生

在配伍药物时通常会考虑药物的性味，以确保配方的药物

能够协同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疗效。古代医学家通过对

病情的细致观察和分析，结合药物的性味特点，制定了相

应的治疗方案。比如，对于寒热病证，医生会选用性味温

热的药物进行治疗，以调节患者体内的寒热失衡；对于虚

实病证，医生则会选用性味滋补或清热解毒的药物进行治

疗，以滋养身体或清除邪热。 

2 中药性味理论在现代药理学中的应用 

2.1 中药性味对药物代谢的影响 

中药性味作为药物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药物代谢

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苦味的药物常常具有促进消化液

分泌和增强肠道蠕动的作用，有助于提高药物在消化道的

吸收速度。相反，寒凉性味的药物可能会降低消化道吸收

速度，延缓药物的生物利用度。一些具有温热性味的药物

可能会促进血液循环和微循环，加快药物在体内的分布速

度；而一些寒凉性味的药物则可能会降低血液循环速度，

延缓药物在体内的分布。一些药物可能会影响肝脏酶系统

的活性，从而改变药物的代谢速度和途径；另一些药物可

能会影响肾脏的滤过和排泄功能，影响药物的排泄速度和

清除率。 

2.2 中药性味与药效物质的关系 

中药性味作为药物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药效物质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系涉及到药物的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以及临床疗效等多个方面。中药性味的不同反映

了药物的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物质的多样性
[2]
。例如，苦

味药物通常含有苦味成分，如黄连碱、蒲公英素等；辛味

药物可能含有挥发油、辛辣成分，如姜黄素、薄荷醇等。

中药性味决定了药物的生物学活性和药理作用机制，从而

影响着药物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的调节效果。例如，

辛温性味的药物通常具有温通经络、祛寒驱湿的作用；苦

寒性味的药物则常被用于清热解毒、泻火凉血等治疗方面。

在临床实践中，医生常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和药物的性味

特点，选用具有特定药效物质的药物进行治疗。 

2.3 中药性味对药物作用靶点的影响 

药物作用靶点是指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分子或细

胞结构，中药性味对药物作用靶点的选择和影响直接关系

到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不同性味的药物具有不同

的药理活性和作用机制，因此选择的作用靶点也会不同。

例如，辛温性味的药物通常具有活血化瘀、温通经脉的作

用，其作用靶点可能包括血管内皮细胞、凝血因子等；而

苦寒性味的药物常常用于清热解毒、泻火凉血等治疗，其

作用靶点可能包括炎症介质、细胞信号传导途径等。药物

与作用靶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药理作用的基础，中药性味

通过影响药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生物活性，可以调节药物

与作用靶点之间的亲和力和结合方式。例如，一些辛温性

味的药物可能通过调节受体的构象变化或信号传导途径，

实现对作用靶点的调节和调控；而一些苦寒性味的药物可

能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或降低细胞活性，实现对作用

靶点的干预和调整。由于中药性味的特殊作用机制和药理

活性，可能会导致药物与作用靶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变

化，从而影响药物的药效和临床疗效。 

3 中药性味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3.1 中药性味理论对处方配伍的指导作用 

中药性味理论对处方配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

医药处方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中药性味的特点，医

生可以选用具有相互作用、药效互补的药物进行配伍，增

强药物的治疗效果。例如，苦寒性味的药物常用于清热解

毒，辛温性味的药物常用于活血化瘀，配合使用可以起到

相辅相成的效果，提高治疗效果。在配伍药物时，医生可

以根据患者的体质特点和病情表现，选用具有相对性味的

药物进行搭配，以达到调和阴阳、平衡气血的目的。例如，

寒病宜用温热之药，热病则宜用清凉之品，通过药物的相

互调和，促进患者体内阴阳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在

配伍药物时，医生需要注意药物性味的相克相合，避免药

物之间产生不良的相互作用。例如，有些药物具有克伐作

用，不宜与性味相近或相同的药物同用，以免产生药物相

互抵消或加重的不良反应。 

3.2 中药性味理论在病证辨治中的应用 

中药性味理论在病证辨治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是

中医诊疗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根据疾病的发展特点和中

药性味的作用规律，医生可以判断病情的性质是寒热、虚

实、阴阳等，从而确定治疗的方向和重点。例如，对于热

证，医生可以选用性味寒凉的药物进行清热解毒；对于寒

证，则选用温热性味的药物进行温补祛寒。在确定了病情

的性质和属性后，医生可以根据中药性味的特点选择适合

的药物进行治疗。同时，还可以根据病情的不同特点，合

理搭配药物，以达到相辅相成、药效互补的效果。例如，

在治疗肝火上炎证时，可以选用具有苦寒性味的药物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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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火，并搭配具有辛温性味的药物解郁散结，以达到治疗

的最佳效果。在配伍药物时，医生需要根据中药性味的特

点，合理控制药物的用量和用法，以确保药物的疗效和安

全性
[3]
。例如，对于苦寒性味的药物，用量宜适当减少，

以免伤及脾胃；对于辛温性味的药物，用法宜适当减缓，

以免过度刺激导致不良反应。 

3.3 中药性味理论与个体化治疗的关系 

中药性味理论在个体化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

用，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特点和病情属

性，选择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根据中药性味的特点，

医生可以判断患者的体质是偏寒还是偏热、偏虚还是偏实

等。例如，患者体质偏寒的话，可能表现为畏寒怕冷、脾

胃功能较弱等特点；而体质偏热的患者则可能表现为口干

口渴、易怒烦躁等症状。根据疾病的发展特点和中药性味

的作用规律，医生可以判断疾病的属性是寒热、虚实等，

以及具体的病情表现。例如，对于风寒感冒的患者，可能

表现为发热头痛、恶寒身痛等症状；而对于热性感冒的患

者，则可能表现为高热、口干咽痛等症状。根据患者的体

质特点和病情属性，医生可以针对性地调整药物的配伍和

用量，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例如，在治疗慢性肾炎时，

根据患者的肾虚体质和病情表现，可以选用具有温补肾阳、

滋养肾阴的药物进行治疗，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药物的用

量和用法，以达到个体化治疗的目的。 

4 中药性味理论的现代研究方法与技术 

4.1 现代科技手段在中药性味研究中的应用 

现代科技手段在中药性味研究中的应用，为传统中医

药理论赋予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与创

新。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质谱等分析方法，可

以对中药药材的化学成分进行快速、准确地分析，揭示中

药性味的化学基础。通过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

学等技术手段，可以深入研究中药药物在生物体内的作用

机制和代谢途径，探索中药性味与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通过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等技术，可以建立中

药性味的计算模型，预测药物的性味特征和药效作用，加

速中药性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

用也为中药性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例如利用

机器学习算法分析中药性味与药效之间的关系，实现个体

化治疗的精准化和定制化。 

4.2 中药性味评价的现代化方法 

中药性味评价的现代化方法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和方法对中药的性味进行客观、系统的评价，以更科学、

准确地揭示中药的药理活性和药效特点。首先，现代化方

法在中药性味评价中广泛应用各种分析技术和仪器。例如，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HPLC-MS）可以对中药中的

活性成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药物的主要成分和药

效物质；核磁共振（NMR）技术可用于研究中药中的化学

成分和分子结构，进一步探究中药的药理作用和药效特点。

其次，现代化方法在中药性味评价中引入了计算机模拟和

信息技术。通过建立中药数据库和药效模型，利用计算机

模拟和数据挖掘技术对中药的性味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和

预测，可以快速准确地评估中药的药理活性和药效特点，

为药物设计和开发提供重要参考。此外，现代化方法还结

合了系统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等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构建中药与生物体内分子靶点的相互作用网络，研究

中药性味对生物体的作用机制和调节途径，可以全面深入

地理解中药的药理活性和药效特点，为中药的临床应用和

药物开发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4.3 中药性味相互作用研究的新进展 

中药性味相互作用研究的新进展是现代药理学领域

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旨在深入理解中药性味之间的相互

关系及其在药物组合和配伍中的作用机制。传统中医药认

为，药物的性味组合应具备“五味均衡”的原则，即苦、

甘、酸、辛、咸五味应相互搭配，达到相互制约、相互促

进的效果。近年来的研究也验证了多性味药物配伍的有效

性，认为多性味配伍可以综合药物的各种作用，提高治疗效

果，降低不良反应，拓展了中药配伍的研究思路
[4]
。利用现

代生物学技术，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研

究人员可以深入探究中药性味对生物体的作用靶点和调控

机制。通过构建中药性味相互作用网络，分析性味药物之间

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规律，可以揭示中药配伍的整体性和复杂

性，为中药配伍规律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5 结语 

性味理论不仅是古代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现

代药学和药理学领域中展现出新的活力和价值。通过深入

研究中药性味对药效物质、药物作用靶点以及临床实践的

影响，我们为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

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相信中药性味理论

将继续在临床实践和药物研发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健

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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