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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 因 是 決 定 ⽣ 物 遺 傳 性 狀 的 單 位 ， 亦 是 製 造 蛋 ⽩ 質 訊 息 產 ⽣ ⽣ 理 作 ⽤ 的 基 礎

， ⽽ 近 年 來 基 因 醫 學 資 訊 科 技 之 快 速 發 展 與 應 ⽤ ， 改 變 對 疾 病 之 基 本 認 識 ， 因 ⽽
增 加 對 疾 病 原 因 之 機 轉 瞭 解 ， 提 ⾼ 疾 病 之 治 癒 率 ， 所 以 基 因 導 向 醫 學 漸 成 為 2 1 世
紀 醫 學 之 新 主 流 。
中 醫 藥 之 未 來 趨 勢 ， ⾸ 先 要 建 ⽴ 中 醫 藥 量 化 ， 同 時 應 符 合 中 醫 藥 基 礎 理 論 ，

中 醫 的 「 證 型 」 與 中 藥 之 「 五 味 」 、 「 四 氣 」 、 「 七 情 」 、 「 歸 經 」 等 ， 利 ⽤ ⽣
物 科 技 的 基 礎 ， 從 分 ⼦ 基 因 上 ， 研 究 中 醫 藥 對 基 因 表 現 之 調 控 ， 建 ⽴ 中 醫 藥 的 微
觀 表 述 ， 使 中 醫 藥 現 代 化 ︔ 故 以 ⽬ 前 的 ⽣ 物 科 技 趨 勢 ， 藉 由 基 因 相 關 技 術 來 使 中
醫 藥 成 為 世 界 上 ⼀ 流 的 ⽣ 命 科 學 ， 迎 頭 趕 上 基 因 醫 學 的 時 代 ， 為 必 要 且 刻 不 容 緩
的 事 。
關 鍵 詞 ： 中 醫 藥 ， 基 因 ， ⽣ 物 科 技

⼀ 、 前 ⾔

醫 學 之 發 展 ， 早 期 從 系 統 到 組 織 ， 後 由 組 織 到 細 胞 ， 今 由 細 胞 到 分 ⼦ ， 再 由
分 ⼦ 到 基 因 ︔ 整 個 ⼈ 體 就 是 由 這 些 基 因 來 控 制 其 表 現 。 基 因 是 ⼀ 種 鹼 基 密 碼 序 列
， ⽽ 基 因 的 總 稱 就 稱 為 基 因 體 （ g e n o m e s ） ， 只 要 能 夠 了 解 ⽣ 物 基 因 體 的 密 碼 序
列 就 能 夠 了 解 ⽣ 物 的 表 現 ， 基 因 體 就 好 像 是 地 圖 ⼀ 樣 ， 科 學 家 將 所 有 鹼 基 對 按 照
順 序 排 出 來 ， 就 好 像 將 全 部 所 有 路 上 的 建 築 物 、 路 標 、 路 名 都 調 查 清 楚 ⽽ 標 ⽰ 出
來 ， 有 如 地 理 學 上 的 地 圖 ⼀ 般 ， 所 以 又 稱 為 基 因 圖 譜 。 中 醫 藥 源 遠 流 長 ， 它 的 療
效 經 過 長 期 的 臨 床 試 驗 ， 得 到 歷 史 的 肯 定 ， 但 在 國 際 社 會 上 卻 沒 有 獲 到 普 遍 的 認
同 與 接 受 ， 且 在 國 際 舞 台 上 缺 乏 競 爭 ⽅ ⾯ 的 實 ⼒ ， 無 法 與 西 醫 藥 抗 衡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問 題 在 於 中 醫 藥 缺 乏 可 以 量 化 的 現 代 ⽣ 物 學 客 觀 指 標 ︔ 所 以 ， 若 是 要 將 中 醫
藥 發 揚 光 ⼤ ⼀ 定 要 朝 著 將 中 醫 藥 量 化 的 ⽬ 標 前 進 ， 讓 中 醫 藥 學 發 揚 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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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 謂 基 因 ︖

基 因 位 於 細 胞 內 染 ⾊ 體 上 ， 是 決 定 ⽣ 物 遺 傳 性 狀 的 單 位 ， 由 雙 股 螺 旋 排 列 的
D N A   所 組 成 ， 這 個 結 構 解 釋 了 基 因 如 何 從 事 複 製 、 攜 帶 訊 息 以 及 累 積 突 變 。 基
因 所 屬 兩 股   D N A   的 互 補 本 質 使 之 能 分 離 、 作 為 組 合 兩 個 新 互 補 股 的 模 板 ⽽ 精 準
的 複 製 ， 在 典 型 基 因 上 的 核 ⽢ 酸 序 列 攜 帶 製 造   R N A   訊 息 的 遺 傳 密 碼 ， 這 當 中 ⼤
多 數 是 攜 帶 訊 息 至 合 成 蛋 ⽩ 質 的 核 糖 體 之 信 使   R N A ， 最 後 結 果 是 根 據 基 因 結 構
⽽ 讓 新 的 蛋 ⽩ 質 鏈 製 造 出 來 ， 鹼 基 序 列 組 成 的 ⼀ 個 突 變 可 以 改 變 基 因 所 產 ⽣ 蛋 ⽩
質 產 物 的 胺 基 酸 序 列 之 改 變 。
⼈ 類 基 因 體 解 碼 定 序 完 成 意 味 著 後 基 因 時 代 （ p o s t g e n o m i c e r a ） 之 來 臨 。 不

僅 對 ⽣ 命 科 學 研 究 產 ⽣ 巨 ⼤ 的 影 響 ， 更 對 醫 學 帶 來 莫 ⼤ 的 衝 擊 ， 尤 其 對 臨 床 醫 學
之 診 斷 與 治 療 將 產 ⽣ ⾰ 命 性 的 改 變 。 可 預 ⾒ 的 將 來 ， 基 因 導 向 醫 學 漸 成 為 2 1 世 紀
醫 學 之 新 主 流 。

三 、 中 醫 「 辨 證 論 洽 」 法 則 與 基 因
基 因 醫 學 資 訊 科 技 之 快 速 發 展 與 應 ⽤ ， 改 變 對 疾 病 之 基 本 認 識 與 瞭 解 ， 洞 悉

疾 病 產 ⽣ 之 特 定 機 轉 途 徑 ， 因 ⽽ 增 加 治 療 疾 病 原 因 ⽽ 非 症 狀 之 針 對 性 ， 提 ⾼ 疾 病
之 治 癒 率 。 可 預 ⾒ 的 將 來 ， 疾 病 的 診 斷 治 療 與 病 情 的 判 斷 追 蹤 評 估 是 著 重 在 分 ⼦
層 次 ⽽ 非 症 狀 層 次 。
中 醫 對 疾 病 的 診 治 與 病 情 分 析 以 「 四 診 」 及 「 八 綱 辨 證 」 等 傳 統 ⽅ 法 為 診 斷

基 礎 的 「 證 型 」 分 類 ︔ 因 此 ， 中 醫 與 西 醫 學 診 治 疾 病 之 層 次 落 差 就 非 常 之 ⼤ ， 故
中 醫 應 善 ⽤ 現 代 尖 端 的 ⽣ 物 科 技 在 分 ⼦ ⽣ 物 學 的 基 礎 上 建 ⽴ 中 醫 之 理 論 學 說 體 系
求 得 實 證 ， ⽅ 能 迎 頭 趕 上 基 因 醫 學 的 時 代 。 例 如 利 ⽤   D N A   微 陣 列 （ D N A   m i -
c r o a r r a y   ） （ 1 , 2 ） 來 分 析 各 種 不 同 證 型 之 基 因 表 現 （ g e n e   e x p r e s s i o n ） 做 為 「 施 治
」 之 依 據 。
⼈ 類 基 因 圖 譜 之 核 ⽢ 酸 鹼 基 定 序 完 成 ， 得 知 構 成 基 因 之   D N A   核 ⽢ 酸 鹼 基 排

列 會 因 ⼈ ⽽ 異 ， 這 種 單 ⼀ 核 ⽢ 酸 鹼 基 之 差 異 稱 為 單 核 仁 多 形 化 （ s i n g l e   n u c l e o t i d e
p o l y m o r p h i s m s ） （ 3 , 4 ） 。 由 於 ⼈ 類 基 因 有 單 核 仁 多 形 化 之 存 在 ， 是 否 會 導 致 某 些
特 定 族 群 ⼈ ⼜ 較 容 易 產 ⽣ 某 種 特 殊 疾 病 如 癌 症 及 ⼼ 臟 病 。 甚 至 ， 每 個 ⼈ 得 到 相 同
的 疾 病 及 接 受 同 樣 的 藥 物 治 療 ， 卻 產 ⽣ 不 同 效 應 之 原 因 是 否 亦 歸 之 於 單 核 仁 多 形
化 。 雖 然 這 些 猜 測 尚 有 待 求 證 ， 但 終 將 獲 得 證 實 。 果 真 如 此 ， 在 基 因 導 向 醫 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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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礎 上 治 療 疾 病 時 就 必 需 針 對 個 ⼈ 遺 傳 特 性 之 差 異 ⽽ 事 先 量 身 訂 製 ⼀ 套 療 法 ， 才
能 奏 效 。 單 核 仁 多 形 化 科 技 之 進 展 促 使 量 身 訂 製 的 個 ⼈ 化 醫 學 早 ⽇ 來 臨 。 中 醫 診
治 疾 病 講 究 體 質 之 差 異 ， 體 質 是 先 天 遺 傳 ⽽ 來 。 單 核 仁 多 形 化 是 代 表 遺 傳 特 性 差
異 之 指 標 ， 反 應 體 質 之 表 現 。 因 此 中 醫 應 可 利 ⽤ 測 定 基 因 表 現 及 單 核 仁 多 形 化 來
做 為 「 辨 證 施 治 」 的 準 則 ， 及 「 同 病 異 治 」 與 「 異 病 同 治 」 之 依 據 。
利 ⽤ 基 因 科 技 研 發 出 的 新 藥 就 像 似 精 靈 導 彈 可 針 對 特 定 的 靶 點 攻 擊 ， 甚 至 可

設 計 ⼀ 種 藥 攻 擊 多 個 靶 點 ， 治 療 多 種 疾 病 。 中 醫 複 ⽅ 製 劑 ， 即 使 是 單 味 藥 ， 亦 是
⼩ 複 ⽅ 之 療 效 雖 然 有 多 靶 作 ⽤ 機 轉 ， 但 卻 像 是 霰 彈 ， 較 無 特 定 靶 點 。 因 此 ， 精 準
導 彈 似 的 基 因 藥 之 療 效 比 傳 統 中 藥 製 劑 來 得 好 是 無 庸 置 疑 。 如 何 純 化 精 製 中 藥 ，
提 ⾼ 療 效 與 安 全 性 及 針 對 性 以 降 低 不 良 副 作 ⽤ 是 刻 不 容 緩 之 事 。

四 、 中 醫 病 證 與 基 因 表 達 之 關 係

『 證 』 的 形 成 機 制 ⼗ 分 複 雜 ， 由 於 體 質 差 異 ， 感 染 疾 病 之 後 可 以 表 現 為 病 同
⽽ 證 不 同 ， 如 果 是 新 病 的 話 病 理 還 比 較 簡 單 ︔ 由 於 誤 治 疾 病 遷 延 不 愈 、 年 長 多 種
疾 病 纏 身 ， 這 樣 的 病 理 機 制 非 常 複 雜 。 即 使 簡 單 的 證 ， 也 會 影 響 到 全 身 不 同 的 系
統 ， 不 同 的 組 織 、 不 同 的 細 胞 以 及 不 同 的 分 ⼦ 。 證 之 所 以 研 究 如 此 困 難 ， 其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以 前 並 沒 有 ⼀ 種 像 利 ⽤ 基 因 相 關 技 術 的 研 究 ⽅ 法 ， 能 同 時 檢 測 許 多 組 織
、 細 胞 、 分 ⼦ 的 變 化 ， 進 ⽽ 在 這 些 變 化 中 去 逐 步 鑑 別 『 證 』 的 本 質 ， 同 時 應 該 還
看 到 ， 在 證 的 理 論 形 成 中 ， 主 要 得 益 於 治 療 的 反 饋 ， 即 辨 證 論 治 。 組 ⽅ 對 證 ， 君
臣 佐 使 得 當 ， 則 病 證 得 以 改 善 ︔ 反 之 ， 辨 證 有 誤 ， 治 療 不 切 病 機 ， 往 往 無 效 。 傳
統 的 中 醫 療 法 缺 乏 基 因 表 達 ⽔ 平 ⽅ ⾯ 的 量 化 指 標 ︔ 例 如 ： 經 中 醫 診 斷 後 認 為 患 有
「 脾 胃 濕 熱 」 病 證 者 ， 可 使 ⽤ 較 具 苦 寒 性 味 之 ⼤ ⿈ 、 ⿈ 蓮 、 苦 蔘 等 中 藥 材 治 療 之
︔ 但 是 並 沒 有 ⼀ 個 確 實 的 指 標 來 表 ⽰ 「 脾 胃 濕 熱 」 的 症 狀 ， 只 能 依 靠 專 家 判 別 ，
且 没 有 科 學 的 診 斷 標 準 ︔ 這 樣 依 個 ⼈ 的 判 別 來 定 奪 病 ⼈ 的 病 況 ， 導 致 中 醫 不 被 西
醫 所 認 同 的 最 ⼤ 原 因 之 ⼀ 。 故 ⽬ 前 當 務 之 急 ， 就 是 如 何 將 中 醫 量 化 ， 其 中 以 利 ⽤
基 因 晶 ⽚ （ G e n e   C h i p ） 技 術 （ 5 ） 來 作 研 究 為 最 具 前 景 。 基 因 品 ⽚ 是 以 基 因 序 列 分
析 為 對 象 ， 將 要 與 研 究 基 因 雜 交 的 核 ⽢ 酸 序 列 進 ⾏ 合 成 ， 製 作 成 探 針 ， 將 它 放 在
載 玻 ⽚ 或 晶 ⽚ 上 的 格 ⼦ 裏 進 ⾏ 測 試 ， 如 此 即 可 得 知 正 常 與 疾 病 病 症 基 因 表 達 之 異
同 ︔ 未 來 若 能 應 ⽤ 此 技 術 來 替 代 傳 統 中 醫 的 判 讀 ⽅ 式 ， 必 能 使 得 中 醫 更 具 說 服 ⼒
與 西 醫 並 駕 齊 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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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中 藥 與 基 因 之 關 係
當 今 ， 中 藥 是 尋 找 防 治 疾 病 新 藥 的 天 然 寶 庫 ， 中 藥 材 資 源 豐 富 ， 據 統 計 有 ⼀

、 ⼆ 萬 種 ， 但 多 數 活 性 成 分 不 清 、 作 ⽤ 機 制 不 明 ， 無 法 解 釋 其 作 ⽤ 本 質 的 化 學 成
分 ， 嚴 重 阻 礙 了 中 藥 的 發 展 。 中 國 醫 藥 對 各 種 天 然 藥 物 之 不 同 味 感 即 ⾟ 、 ⽢ 、 酸
、 苦 、 鹹 稱 「 五 味 」 ， 對 於 藥 物 的 寒 、 熱 、 溫 、 涼 稱 為 「 四 氣 」 ， ⼆ 種 不 同 中 藥
以 上 在 體 內 會 產 ⽣ 類 似 現 代 醫 學 之 藥 理 變 化 ， 稱 為 「 七 情 」 ， 說 明 藥 物 對 某 些 臟
腑 經 絡 的 病 變 能 起 主 要 治 療 之 作 ⽤ ， 稱 為 「 歸 經 」 ︔ ⽽ 當 今 最 重 要 之 課 題 ， 就 是
將 五 味 、 四 氣 、 七 情 、 歸 經 等 利 ⽤ 現 代 ⽣ 物 技 術 如 基 因 ， 來 闡 明 中 藥 作 ⽤ 原 理 與
其 影 響 基 因 表 現 的 機 制 ， 再 以 傳 統 中 藥 理 論 相 輔 助 ， 如 此 ⼀ 來 ， 才 得 以 實 現 中 藥
理 論 現 代 化 （ 6 ） 。 例 如 ： ⼈ 蔘 能 促 進 細 胞 因 ⼦ m - R N A 的 轉 譯 ， 促 使 進 入 淋 巴 細
胞 I L   - 1 、 I L   - 3 、 I L - 6 的 基 因 表 達 ， 使 I L - 1 、 I L - 3 、 I L - 6 轉 譯 活 性 增 強 ，
最 終 促 進   I L   - 1 、 I L - 3 、 I L - 6 的 分 泌 ， 達 到 免 疫 調 節 的 功 能 （ 7 , 8 ） 。
六 、 中 醫 藥 與 基 因 未 來 發 展 及 展 望
迄 今 為 ⽌ ， 中 醫 藥 還 沒 進 入 國 際 醫 藥 舞 台 ， 其 原 因 是 多 ⽅ ⾯ 的 ， 但 最 根 本 的

依 然 是 中 醫 藥 理 論 無 法 與 國 際 上 普 遍 接 受 的 現 代 醫 藥 學 理 論 提 供 客 觀 的 數 據 。 如
上 所 述 ， 中 醫 辨 證 可 利 ⽤ 基 因 ⼯ 程 來 研 究 （ 9 ） ， 因 此 如 何 在 ⾼ 層 次 上 尋 求 中 西 醫
整 合 ， 基 因 的 研 究 不 失 唯 ⼀ 良 好 的 突 破 點 ， 如 此 能 夠 將 中 醫 醫 學 發 展 到 基 因 表 達
和 基 因 調 控 的 層 次 ︔ ⽽ 中 藥 未 來 的 研 究 亦 離 不 開 與 基 因 相 關 的 科 技 （ 1 0 , 1 1 ） ， 中
藥 的 優 勢 在 於 宏 觀 ， 西 藥 的 優 勢 在 於 微 觀 。 近 年 來 ⽣ 物 技 術 的 進 步 ， 特 別 是 ⼈ 類
基 因 體 計 劃 的 實 施 ， 透 過 基 因 體 計 劃 篩 選 和 分 離 出 每 ⼀ 種 疾 病 相 對 應 的 致 病 基 因
， 再 以 其 作 為 藥 物 的 靶 標 來 研 究 中 藥 作 ⽤ 的 分 ⼦ 機 制 ， 這 可 能 是 未 來 中 藥 研 究 的
主 要 ⽅ 向 之 ⼀ 。 利 ⽤ 基 因 表 現 的 各 種 ⽣ 物 新 技 術 ， 來 研 究 中 藥 對 細 胞 基 因 表 達 的
調 控 ， 能 夠 直 接 的 看 到 中 藥 對 細 胞 基 因 及 其 蛋 ⽩ 質 產 物 表 達 的 調 節 作 ⽤ ， 這 對 於
篩 選 療 效 確 切 的 中 藥 新 藥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1 , 1 0 ） 。
所 以 說 在 未 來 ， 中 醫 與 中 藥 要 登 上 世 界 舞 台 ， ⾸ 先 要 建 ⽴ 辦 證 科 學 化 ， 相 關

基 因 和 指 標 的 選 擇 應 具 有 前 瞻 性 ， 同 時 應 符 合 中 醫 基 礎 理 論 ︔ 從 分 ⼦ 基 因 ⽔ 準 上
， 研 究 中 藥 對 基 因 表 現 之 調 控 ， 建 ⽴ 中 藥 科 學 化 的 微 觀 表 述 ， 使 中 藥 現 代 化 ︔ 故
以 ⽬ 前 的 ⽣ 物 科 技 趨 勢 ， 藉 由 基 因 相 關 技 術 來 使 中 醫 藥 成 為 世 界 上 ⼀ 流 的 ⽣ 命 科
學 ， 為 必 要 且 刻 不 容 緩 的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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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e s e M e d i c i n e a n d G e n e

Ming - Tsuen Hsieh, Li - We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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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edical College, Taichung, Taiwan, R. O.C.

A b s t r a c t

Gene was a unit genetic trait, and was on the basis of produced protein series
and physiological reaction. Recentl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ene tech-
nology converted the basic ideas to disease into the mechanism knowledge caused
disease. Accordingly, the medicine of gene direction is becoming the main current
of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by degrees.

Quantit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ilt and matched foundational the-

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a trend in the future. Hence, utilizing
foundational biotechnology to explore gene expres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syndrom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al such as five directions, four properties,
seven modes of emotion, and meridian distribution could establish subje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molecular level. It would be contributed to the moderniza-

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 result, it demand immediate attention that using
correlative technology of gene in chinese medicine become the first - class biotics
on the world.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Gene, Bio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