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了中医药的基本理论
,

又保持了汤剂的固

有特点
,

其疗效是可以保证和肯定的
。

其次是

把药材粉碎成一定规格的颗粒
,

现有的粉碎

机械设备即可完成
。

目前国内已有颗粒饮片

中药的生产单位
,

如陕西铜川市中医院的中

药颗粒饮片加工
、

袋装
、

袋配
、

袋煎技术已获

国家发明专利
。

邯郸市中医院的
“

实用新型中

药饮片
” 已通过省级鉴定

,

并在本单位应用达

2 0 0 多种
,

使用中获得医生
、

患者和药剂人员

的好评 l[ ’ 〕
。

3
.

2 煮散的优缺点及展望
:

中药煮散可以节

约很多中药
,

无形之中降低了每剂药的价格
,

将大大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

推动整个中医

事业的发展
。

中药煮散可以提高中药材的利

用率
,

可以缩短一半煎煮时间
,

对于富含挥发

油类的药材 (丁香
、

苍术
、

菌香
、

细辛等 )减少

了挥发时间
,

也就减少了挥发成分的损耗
,

从

而提高了疗效
。

当然
,

煮散由于颗粒小
、

分散度大
、

易吸

潮
、

霉变
,

给贮藏和保管带来了更严格的要

求
。

此外
,

药物粉碎改变了原饮片的外观特

征
,

使外观鉴别中药产生了困难
,

但在科学技

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

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

总之
,

煮散这一中药剂型改革
,

遵循了中

医药的基本理论
,

继承了辨证论治的长处
,

保

持了汤剂的固有特点
,

克服了汤剂用量大
、

饮

片大
、

有效成分不能充分利用等缺点
,

既节约

了药材
,

又提高了疗效
,

而且大大地降低了药

费
,

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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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部分动物药材拉丁名的商榷

福建省药材公司 (福州 3 5。。 0 3) 韩 立
帝

金 鸣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 》 (下简称 《中国药典 )}) 拉丁语
“
水蛙

” ,

又 为环节动物门的水蛙属
。

由于水蛙

1 9 9 5 年版为建国以来的第六版药典
。

本版药典的颁 来 源 于 蚂 蝗属 Wh 汁m an la 的 两 个物 种
;
水蛙 属

布为形成以国家药典为主体的标准结构跨进
一

了一 H iur d
。
的 一个物种

,

而动物蚂蝗 w hl t m a 、 心 lP 户二

步
,

并有许多改进和提高
。

笔者在学习《 中国药典 》 Whi t m an 又是第一来源物种
,

为此建议
,

水蛙的拉丁
-

1 9 9 5 年版一部过程中
,

认为部分动物药材拉丁名有 名采用 W H I T M A N I A ; H I R U D O 两个并列的名称
,

待进 一步完善
,

特提出如下商榷意见
。

将
“

水蛙科
”
改为

“

医蛙科
” l[, 习

。

1 关于拉丁名的问题 (按药典页码顺序 ) 1
.

2 第 11 9页收载的全蝎
,

拉丁名用 S (C ) R PI O
,

这

1
.

1 第 67 页收载的水蛙
,

为水蛙科动物蚂蝗 W hi t -

一词系来 自希腊语 sk or iP on
,

又 sk or p ios 为
“

蝎子
”

m
a n ia P i召ar W h i t m a n

、

水 蛙 H i r u d o u Z P户o n , c a

的俗称
。

虽 S
e o r p io

为蝎 目 S
c o

rP i o n i d a e
的字干

,

但

W h it m a n
或柳叶蚂蝗 W丙i t m

a n i a a e
ar

n u la t a

W h it 一 药典规 定
,

全 蝎为钳 蝎 科动物 东亚 钳 蝎 B u t h ,` s

m a n
的干燥体

,

拉丁名用 H I R U D O
。

H i r u
d

o
一词

,

系 m
a

rt
e n s i i K a r s e

h 的干燥体
。

钳蝎属 召 u t人、 、
为钳蝎

,

韩 立 19 5 。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 区军 事政治大学福建分校
。

副主任中药师
。

专业研究中药材引种栽培
中药成方制剂生产工艺

、

中医药传统与现代科学理论
。

80 年代
,

主编《汉拉英中草药名称 》一书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九

八五年版编译成英 文版
,

其 中药材英文名采用该书收载的名称
。

1 9 9 2 年编著 了《汉拉英动物药名称 》 同时参加以中科院徐
国钧院十为第一主编 的《抗肿瘤 中草药彩色图谱》的编著

,

任第一副主编
。

《中草药 》 19 9 8 年第 29 卷第 3 期
.

2 0 9
.



科的模式属 t (y e ge Pnu s这个命名的属就是一个命

名的科级单元的载名模式 )田
。

为此笔者认为
,

全蝎

的拉丁名用 B U T H U S 较用 S C O R PI O 为好
,

并与药

典收载的其他动物药材
,

药用部位为干燥体的品种
:

如第 7 页收载的九香虫
,

拉丁名用 A S P O N G O P U S
;

第 61 页收载的乌梢蛇用 Z A O C Y S
;

第 98 页收载的

地 龙 用 p H E R E T I M A 等
,

以 动 物 属 名 ( g e n e r i e

n a m e )命名拉丁名的用法保持一致
。

1
.

3 第 1 54 页收载的龟 甲
,

拉丁 名用 C A R A P A X

E T P L A S T R U M T E S T U D I N I S
。

T E S T U D I N I S 一

词
,

系拉丁语 t es t u
d
。 “

乌龟
,

龟 甲
”
俗 称的阴性名词

所有格 [ `。〕
。

T es t u

do 一词又是龟科中的陆龟属
,

此属

虽为龟科 T .ec ut 击in d a `
的模式属

,

但药典规定
:

龟甲

为龟科龟属 C hi ne my
、
动物乌龟 C h ine my

、 er eu es il

( G ar y )的背甲及腹甲
。

为此建议
,

将龟 甲拉丁名中

T E S T U D I N IS 一词
,

改为龟属所 有格 C H I N E M Y
-

D I S 一词
,

龟 甲拉 丁 名用 C A R A P A X E T P L A S
-

T R U M C H I N E M Y D IS
。

并建议第 50 5 页收载的单

味制剂龟 甲胶
,

拉丁名改为 C O L L A C A R A P A C IS

E T P L A S T R I C H I N E M Y D I S
。

1
.

4 第 1 98 页收载的珍珠母
,

为蚌科动物三角帆蚌

了乃
护r i oP

s i s c u
m i n g i i ( L e a )

、

褶纹冠蚌 C r i s t a r ia
P l i c a -

at ( L ae
c h ) 或珍 珠 贝 科 动 物 马 氏 珍 珠 贝 尸 t er al

m
a r t e , 5 11 ( D u n k

e r ) 的 贝壳
,

拉 T 名用 C O N C H A

M A R G A RI T IF E R A U S T A
,

释意为
“

锻制的能产珍

珠的贝壳
” 。

按药典有关项下规定
,

珍珠母的药用部

位是三角帆蚌
、

褶纹冠蚌和马 氏珍珠贝动物的贝壳 ;

在性状项下
,

系分别列出三种动物贝壳不同的形态

的区别
;
在鉴别项下

,

规定的鉴别亦非缎制品 ; 在炮

制项下
·

又规定有锻珍珠母
。

据上记载
,

珍珠母系生

药材
。

为此建议
,

珍珠母若是生药材
,

拟删除拉丁名

中锻制的 U S T A 一词
,

若是缎制品
,

中文药材名拟

改为
“

缎珍珠母
”

。

1
·

5 第 2 59 页收载的海缥峭
,

为乌贼科动物无针乌

贼 S e p ie
l l

a m a in d
r o n i d

e
R

o e
h

e
b

r u n e

或 金 乌 贼

S护 i a e s e u l e n t a
H

o y l
e

的干燥 内壳
,

拉 丁名用 0 5

S E P I A E (与《中国药典 》 1 9 90 年版
、

1 9 8 5 年版一部收

载的物种
、

记载的拉丁名均相同 [’,
5已 )

。

而 《中国药典 》

1 9 7 7年版一部收载的海缥峭亦为上述两个物种
,

拉

丁名用 0 5 S E P I E L I
J

A E S E U S E P I A E 「6〕
。

我们查对

了《中国药典》 1 9 6 3 年版一部记载的海缥蜻拉丁名
,

发现药典 自 1 9 8 5 年版后
,

该品种的拉丁名均恢复使

用了 1 9 6 3 年版一部收载的拉丁名 0 5 S E P I A E [ 7 ]
。

推测其原因
:

一是该版药典在海缥峭中文名称后注

.

2 1 0
.

有副名
“

乌贼骨
” ;二或因

s e
iP

a
一词

,

在希腊词 中解

释为
“

乌贼
、

墨鱼
”

的缘故
。

值得注意的是
,

该版药典

收载的海缥峭的来源仅为单一动物乌贼 (即金乌贼 )

s 护 i a 。 s c u z e n t a H o y l
e

.

的干燥背骨
[ , 〕 。

s
e户i a

虽是乌

贼科的模式属
,

但在此药材拉 丁名中
,

S E PI A E 一词

仅能理解为乌贼属 S eP ia 的所有格
,

未能表达出海

漂 峭包 括来源 于 主流的第 一物 种
,

无 针 乌贼属

S eP ie l l a

动 物 无 针 乌 贼 S
e

P i e l l a m a in d r o n i d
e

R oc he br un
e

的内壳
。

无针乌贼是中国近海最重要的

头足类
,

约占中国头足类总产量的 60 %
,

约占中国

近海乌贼科总产量 80 % 困
。

因此
,

无针乌贼的内壳

在药材海缥峭商品 中占主导地位
,

故笔者认为
,

《中

国药典 》 1 9 7 7
·

年版一部记载 的海缥峭拉 丁 名 0 5

S E P I E L L A E S E U S E P I A E 优于后三版药典
。

建议

在该 拉丁 名的基础 上
,

改为 0 5 s E PI E L L A E ; 0 5

S E P I A E 两个并列的名称
。

此外
,

软体动物门头足纲

动物的内壳
,

系贝壳石灰质或角质
,

埋没在皮下而形

成
。

海缥峭的药用部位是这类动物的
“
内壳

” ,

与
“

骨
”

有别
,

为此建议
,

将原拉丁名的药用部位 0 5 (骨 )改

为 E N D O c O N c H A (内壳 )一词 (拉丁语词源为希

腊 词
e n d o n

在 内
,

以
e n d

o + e o n e h a ;

英
:

e n
d

o e o n e
h [ 9〕 )

。

1
.

6 第 3 05 页收载的蛤壳
,

来源于同科不同属的两

个物种
,

一为文蛤属 Me er tr 众 动物文蛤 Me er tr 行

m
e er r i x I

J

i n n a e u s ,

另一为青蛤属 场
c z i n a

动物青蛤

伪
c l in a s i n e n s i s C m e

li
n

的贝壳
,

拉丁名用 C O N C H A

M E R E T R I C I S S E U C Y C L I N A E
。

由于 《中国药典》

1 9 8 5 年版一部对来 自同科 (或不同科 )不同属的多

来源的植物类药材
,

拉丁名采用两个并列的名称
,

如

该版第 29 6 页收载的草苗子
,

为十字花科植物独行

菜 L e
P id i u m a

P
e t a l u

m W il ld
.

或播娘篙 eD
s c u

ar i n i a

s

妒人i a ( L
.

) w
e

b b
e x p r a n t l 的干燥成熟种子

,

拉丁

名 用 S E M E N L E P I D l l ; S E M E N D E S C U R A I N I
-

A E ;
又如 《中国药典 》 1 9 90 年版一部第 34 页收载的

小通 草
,

来 源 于 族 节 花 科 植 物 喜 马 山 族 节 花

S t a c

勺
u r u s h i m

a l a i c u s
H

o o k
.

f e t T h o m s
. 、

中国族节

花 5
.

。 ih n
en is 、 F ar n c

.

或山茱英科植物青荚叶 H el
-

w i n g i a j口 P o n ic a ( T h
u n b

.

) D i e t r
.

的干燥茎髓
,

拉丁

名用 M E D U L L A S T A C H Y U R卜M E D U L L A H EI
才 -

W I N G I A E
。

建议蛤壳拉丁名采用 C O N C H A M E R
-

E T R I e l s ; e O N e H A e y e L xN A E 两个并列的名称
。

1
.

7 第 3 16 页收载的蜂房
,

为胡蜂科昆虫果马蜂

P o l i s t e , o z i v a e e o u , ( D e
G

e e r )
、

日本长 脚 胡蜂 P
.

户户
o n i c u s S a u s s u r e

或异腹胡蜂 p a r a户oly 占i a o a

art



Fa b r ie i us

的巢
,

拉丁名用 N I D U S V E S P A E
。

胡蜂属

v e
sP

a
虽系胡蜂科的模式属

,

但 v E S P A E 一词在此

仅可理解为胡蜂属 V E S P A 的所有格
。

由于蜂房仅

含马蜂属 尸 ol lst es 的两个物种
、

长足胡蜂属 尸ar *

P o
ly ib

a
的一个物种

,

并不包含胡蜂科模式属 的物

种
。

为此建议
,

蜂房的拉丁名改用 N I D U S P O L I S
-

T I S ; N I D U S P A R A P O I
刁

Y B I A E 两个并列的名称
。

1
.

8 第 3 25 页收载的蝉蜕
,

拉 丁 名用 P E R I O S
-

T R A C U M CI C A D A E
,

其中 CI C A D A E 一词为拉丁

语
“

蝉
”

的阴性名词所有格
,

虽 iC ca da 为蝉科 iC
-

ca id d ae 和蝉总科 iC ca d io d a `

的字干
,

但药典规定
,

蝉蜕为昆虫黑蚌 C长y p t o
妙帅

a n a 户u s t u z a t a F a
b

r ie i u s

的若虫羽化时脱落的皮壳
,

即使是来 自同属另一物

种若虫羽化时脱落的皮壳
,

也是混淆品
、

伪品
。

笔者

认为
,

在蝉蜕拉丁名中用 CI C A D A E 这一广义词过

于宽广
。

建议蝉蜕拉丁名改为 P E R I 0 s T R A c u M

C R Y P T O T Y M P A N A E
。

2 关于拉丁名拉丁语变格的问题 (按药典页码顺

序 )

2
.

1 第 2 36 页收载的穿山甲
,

拉丁名用 S Q U A M A

M A N I T IS
,

其中穿山甲属 材
口爪:

一词变格有误
,

所

有词尾为
一

15
l0[ 〕 ,

另从鳞鲤科 材改nl d a 。
一词

,

亦可见

其所有格一词应为 M an is ,

拉丁名拟更正为 S Q U A
-

M A M A N I S 〔1 1〕
。

2
.

2 第 3 41 页收载的鳖甲
,

拉丁 名用 C A R A P A X

T R I O N Y CI S
,

其中鳖属 T lr o

ny
x 一词变格有误

,

所

有格词尾为
一

y c
ih

s l[ 。〕 ,

另从鳖科 了 ir o

ny hc id ae 一词
,

亦可见其所有格一词应为 T ir o n
yc hi S ,

拉丁名拟更

正为 C A R A P A X T R I O N Y C H I S仁
’ ` ] 。

3 讨论

3
.

1 动物药材拉丁名也与植物药材拉丁名的命名

相同
,

应与其来源的物种学名 ( S
e i e n t if ic

N
a m e )紧密

结合
,

在此基础上做到正确表达
。

在动物药材拉丁名

中
,

应尽量避免使用拉丁俗语或其广义词命名
,

使药

典记载的药材拉丁名更加严谨
、

肯定
。

3
.

2 对少数需用拉丁俗语或其广义词表达的药材

拉丁名
,

一般应根据药典收载的来源正确运用
。

如

《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一部
,

第 2 77 页收载的蛇蜕
,

拉丁名用 P E R I O S T R A C U M S E R P E N T I S
,

其来源

为游蛇科动物黑眉锦蛇 lE
a

P触 t ae 耐
u
ar C叩

e 、

锦蛇

五
. ` a ir n a t a ( G

u e n t h e r )或乌梢蛇 Z a o
卿

,
d 人

u
m

, , a
d

o s

( C a
nt or )等蜕下的干燥表皮膜

。

其关键在于来源中

的药用部位 (即蜕下的干燥表皮膜 )前有一
“

等
”
字

,

说明游蛇科中不仅上述三个物种蜕下的表皮膜可作

《中草药》 19 9 8 年第 29 卷第 3 期

蛇蜕入药
,

至少还包含分布于我国的游蛇科级下的

闪皮蛇亚科
、

钝头蛇亚科
、

游蛇亚科
、

水游蛇亚科
,

26

属中所有的物种呻〕 ,

蜕下的表皮膜亦可供作蛇蜕入

药
。

因此
,

拉丁名中用了拉丁语广义词 se pr en
s (蛇 )

所有格 S E R P E N T ls 一词
。

3
.

3 《中国药典 》 自 1 9 8 5 年版一部起
,

在植物药材

拉丁名中
,

用连接词 S E U (或 )一词 已逐渐减少
,

这

是药典记载拉丁名的进一步改进
。

但《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一部收载的土鳖虫
、

慈菇
、

马勃
、

蛤壳
、

锦

灯笼等品种
,

拉丁名中尚用有 S E U 一词
。

笔者建议
,

今后对来 自同科 (或不同科 )不同属的两个物种的植

(动 )物药材品种
,

在拉丁名中不再使用 S E U 这一连

接词
,

均采用两个并列的名称
,

使药典记载的药材拉

丁名更加醒 目
、

统一
。

3
.

4 对来 自同科不同属三个物种的动物药材
,

其中

若有模式属中的物种
,

拉丁名用模式属属名命名
,

如

《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一部
,

第 2 58 页收载的海龙
,

为海 龙科 动 物 刁 海龙 S
o l e n o g n a t h u s h a

dr w , e k i i

( G
r a y )

、

拟海龙 yS
n g n a t 人o i d e s b i a c u z e a t u s ( B l

o e
h )

或尖海龙 勿
n g an ht us ac us iL mr ae us 的干燥体

,

其中

海龙 属 匆
n g na ht us 为模 式属

,

海 龙 的拉 丁 名 用

S Y N G N A T H U S 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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