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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散剂的临床应用

高瑞峰, 高　慧, 任　义Ξ

(河北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散剂是我国古老的剂型之一, 是中医中药防治疾病的有

力武器。近年来, 一些新剂型的研制与应用, 使得散剂在临床

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实践中, 我们体会到中药散剂有

许多特点和优势不可置疑, 是一个灵活实用的好剂型。自

1996 年以来, 我院已将 200 余味中草药加工成散剂, 辨证施

治于临床, 先后治疗观察了 1 940 例患者, 获得较为满意的

疗效, 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源

　　本组 1 940 例病历, 男 939 例, 女 1001 例。按不同年龄组

划分为: 20 岁以内 335 例, 21～ 30 岁 385 例, 31～ 40 岁 484

例, 41～ 50 岁 108 例, 60 岁以上 628 例; 按不同病种划分为:

内科 672 例, 妇科 793 例, 儿科 111 例, 眼科 84 例, 外科 180

例, 其他科 100 例。

2　用法与用量

211　用法: 取药粉数克, 温开水冲服。调经、产后也可用黄酒

冲服。如果用开水冲调成糊状温服, 效果更佳。

212　用量: 一般剂量为每次 1～ 3 g, 每日 3 次, 特殊情况遵

医嘱。

3　治疗结果

311　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 服药后症状明显好转; 有效: 服药

后症状减轻; 无效: 服药后症状无变化。

312　治疗观察结果: 见表 1。显效 1 135 例, 有效 745 例, 无

效 60 例, 总有效率为 9619%。

4　讨论

411　中药散剂服用后应多饮水, 这样可促进胃排空有利于

药物的吸收。这一过程溶解是关键, 而溶解的基础是要有足

量的水。文献指出, 同剂量药物的稀释液要比其浓溶液有较

大的体积和较低的渗透压, 以致使胃 (排) 空速率加快。进入

肠道后, 稀释液又能充分与肠壁接触, 因而有利于药物的吸

收。同时, 药物的稀释可增加其溶解度。另一个因素也需要补

充水, 因中药散剂除产生药效作用的成分外, 大部分是植物

纤维, 在胃肠道中吸水作用较强, 如果水量过少, 也会影响药

物的溶解吸收。药物的比表面受粒径、粒子形态等因素的影

表 1　中药散剂临床疗效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 l table of cl in ic curative effect

by Ch inese mater ia medica

品名
用量

ö(g·次- 1)
主治 例数

疗 效 结 果ö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ö%

川　贝 3 咳嗽 71 46 22 3

砂　仁 3 反胃 146 94 50 2

　　　 3 厌食 102 88 14

全　蝎 1 抽搐 38 19 12 7

天　麻 3 头痛 99 49 46 4

三　七 2 出血 201 141 46 14

元　胡 3 胃痛 441 232 200 9

　　　 3 痛经 82 76 6

　　　 3 胁痛 211 99 108 4

大　黄 2 便秘 63 28 31 4

血余炭 2 出血 33 19 12 2

黄　连 2 痢敌 69 23 41 5

米　壳 2 泄泻 88 46 42

　　　 2 腹痛 24 19 5

　　　 2 胃痛 47 20 25 2

　　　 2 胁痛 55 19 34 2

半　夏 2 反胃 88 56 32

　　　 2 呕吐 42 30 12

辛　夷 2 鼻塞 40 31 7 2

合　计 　 　　 1 940 1 135 745 60 9619

响, 一般粒子愈细, 比表面愈大, 愈易溶解, 奏效愈快。我院加

工中药散剂质量的内控标准为, 内服药为 100 目, 外用药为

120 目。工艺易于掌握, 疗效比较确切, 散剂的粒度内控标准

符合临床要求。

412　中药散剂与汤剂比较具有省时节能的优点, 由于无汤

剂的煎煮过程, 许多易挥发久热分解的有效成分得以保留。

而无需考虑质地坚硬者先煎, 气味芳香者后下的煎煮规程。

拿来就用, 简单方便, 比较适应于快节奏的群体。许多中草药

的成分与作用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已被确认, 因此一药治一

病, 一药治多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经验, 均已论证单方用药

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而散剂多为单方。总之, 单方与复方的选

择, 应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 科学运用, 灵活掌握。散剂与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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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比较的不同点之一, 在于无蜂蜜作为黏合剂, 这就为不能

食糖的糖尿病患者提供了选用散剂的机会。另外中药散剂成

本低, 经济实惠, 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413　加工后中药散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典)

有关卫生学的标准, 我院采用电子灭菌消毒柜, 盘式消毒 2 h

后装瓶备用。加工车间应洁净无污染, 工作人员相对固定, 以

保障内控质量的稳定性。散剂的服用剂量是重要的安全参

数, 一般掌握在 1～ 5 g, 有大小毒的药物则控制在药典规定

的剂量范围内。贵重药物提倡患者自己加工, 以免损失浪费。

经验证明使用 100 ℃开水, 将药粉冲调成糊状, 温开水调服,

其疗效比较明显。分析认为, 植物组织或细胞遇热膨胀, 有效

成分易于浸出 (溶解)。同时还可以降低粉末的吸附性 (粒子

表面张力) , 避免黏附嗓子, 刺激咽喉及呼吸道。并能祛除燥

性, 降低毒性, 起到汤剂煎煮过程中调合诸药的作用。

414　中药的汤剂、散剂、丸剂均属于传统剂型, 其作用前人

已有定论,“汤者荡也, 去大病用之; 散者散也, 去急病用之;

丸者缓也, 不能速去病舒缓而治之”。这一观点与现代药动学

的研究结果十分接近。汤剂直接被吸收, 丸剂崩解后溶解再

吸收, 介于二者之间的散剂, 则勿需崩解, 只需溶解吸收。由

此看来, 散剂既有抑制汤剂之急, 一触即发的缓释作用, 又有

先于丸剂之迟, 一触待发的便捷效果。这些特点对指导临床

合理用药有一定作用。中药散剂在我院广泛应用, 不仅满足

患者的需求, 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由于散剂的工艺简

单, 质量标准易于控制, 有条件的医疗单位均可开展, 对保护

有限的中草药资源, 遏制掠夺性采挖等行为都将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

Acteoside 中文译名的商榷

江纪武Ξ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300193)

　　A cteo side 另有外文异名 kusagin 和 verbasco side。中文

译名有洋丁香酚苷 (《中华本草》)、洋丁香苷 (《中药辞海》)、

毛蕊花苷、马鞭草苷、阿克苷[1 ]、臭梧桐酚酯苷、类叶升麻

苷[2 ]、麦角甾苷[3 ]等。一个化合物有这么多中文译名, 哪一种

作正名 (其他作异名)较好? 其中有没有误名? 如何规范? 值

得商榷。

A cteo side (结构式见图 12É ) 是 1968 年首先从洋丁香

S y ring a vu lg aris L 1 分离得到的新化合物, 命名为 acteo2
side。其后分到此化合物的植物已有 100 多种, 较重要者有下

列几种: 地中海毛蕊花V erbascum sinua tum L 1, 命名为毛蕊

花 苷 ( verbasco side ) ; 臭 梧 桐 (C lerod end ron trichotom um

T hunb1, 臭梧桐日本名kusagi) , 命名为臭梧桐酚酯苷

图 1　洋丁香酚苷 (É )和类叶升麻醇 (Ê )的结构式

F ig1 1　Structures of acteoside ( I) and acteol ( II)

(kusagin in) ; 马鞭草V erbena of f icina lis L 1, 虽有马鞭草苷中

文名称, 却无对应的外文名。其他植物尚有天人草 L eucoc2
sep trum jap on ica K itam ura et M urata、肉苁蓉、女贞子、车前

子、黄芩、玄参、地黄等。

A cteo side 首先从洋丁香分得, 以洋丁香酚苷为正名较

为合宜。其后从其他植物分到的这一成分的名称作为异名。

类叶升麻苷 (actein) 是从类叶升麻属 (A ctaea L 1) 植物

分得的, 其苷元为类叶升麻醇 (acteo l) (结构式见图 12Ê ) , 为

一甾族化合物。而 acteo side 并非 acteo l 的苷, 亦非甾族化合

物, 这两个化合物外文名字虽形近但却毫不相干, 而且未见

报道类叶升麻中有 acteo side。因此以类叶升麻苷和麦角甾苷

来作为 acteo side 的中文名称是属误名, 不宜再用。

因此, acteo side 的中文译名, 建议洋丁香酚苷为正名。类

叶升麻苷和麦角甾苷属误名, 不宜再用。其他中文译名作为

异名。这一建议提供商榷, 诚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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