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 响 中 药 汤 剂 疗 效 的 几 种 因 素
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一三 几医院 (德州 2 53 0 0) 0 秦序慧 李德华

汤剂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剂型
,

具有易于吸 饮片的净度
,

形态色泽
.

气味等优劣直接影响临

收
,

疗效快
,

并能结合病情随症加减等特点
。

其成分 床疗效
,

因此饮片的贮存保管非常重要
。

有些药材由

全面
,

包括真溶液
.

胶体溶液
、

混合液等物态
.

从而能 于保存条件和 人为造成的变质现象不但浪费
.

更重

充分利用中药的各种有效成分
,

是单味药或其他中 要的是由于服变质药材对病人健康可造成危害
.

曾

药制剂所不能代替的
。

作者从事中药调剂工作多年
,

有报道
,

中药变质产生的黄曲霉素因性质稳定
,

耐高

认为确有多种因素影响了汤剂的治疗效果
。

温不易破坏
,

不但药物中的成分变质失去药用价值
.

l 药材不地道
,

以伪乱真 更是致癌的危险物质
。

中医历来强调地道药材
,

如东北的人参
,

河南的 4 煎服法不当

地黄
,

四川的黄连
、

贝母
,

这些药材如使用泡制得当
,

人们只重视请好医生
,

购好药材
.

却很少 从煎服

疗效是肯定的
,

现在多不强调
,

更甚者以 伪乱真
.

使 方法上注意中药的疗效
。

如选用什么样的煎具
.

煎前

用劣贷
,

严重影响疗效
。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中 为什么浸泡
,

一剂药材煎煮几次为好的道理不熟悉
.

医药人员的警惕
。

因此正确识别中药伪劣
,

质量好坏 不浸泡就煎煮
,

一剂药材只煎 1次或 1次久煎
、

则有

是药工 人员的重要职责
。

效成分溶出量明显降低
。

至于煎煮时间
,

应根据药材

2 不重视中药的炮制 的质地
,

疾病的性质
,

用药情况而定
,

花
、

叶等易挥发

中药杏仁经炒后
,

杏仁酸遭到破坏或抑制而安 品不宜久煎
,

滋补药
,

果实
,

根茎类时间要长些
,

另外

全有效
,

元胡醋制后其镇痛成分在水煎液中含量增 还得先煎
,

( 贝壳
、

矿物质 )后下
,

冲服
、

包煎
,

另煎等

加 一倍
.

麦芽
、

山碴
.

菜蔽子经妙 后取其焦香开胃建 字样
,

药房若不 注意药品质硬质软
,

芳香还是胶类
,

脾
。

代精石 印
e :

o 。 )经锻淬后使 三价铁还原的二 价 一包混掺
,

更不详细向病人或煎者交待煎煮方法
.

势

铁
,

易溶解吸收和减弱对胃肠的刺激作用
`
孵实的 贝 必影响疗效

。

壳
.

动物鳞甲经醋淬后 酥脆 易碎
,

方便配方
、

月
_

有效 中药虽煎煮得法
,

汤剂质量较好
,

但不 讲究服

成分易于煎出
。

巴豆制霜
,

马前子砂妙或油炸保持
一

法
,

仍然 影响疗效
,

如服 汤剂时可分冷服
、

热服
、

屯

定含量而转变成毒性较低的物质
,

不经炮制一律用 服
、

频服
、

饭前服
、

饭后服
、

睡前服
,

空腹服等
,

这些服

生品
,

连常用的枣仁
,

白扁豆等不经打碎调配 入药
,

法都有一定道理
,

亦应引起病家的重视

影响疗效
。

( 19 9 5
一

0 3
一

2 9 收禧 )

3 饮片的贮存保管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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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从上面实验可以看出补阳还五汤具有较

好的抗应激
,

增强免疫功能和明显的体 内抗

栓
、

体外抗凝作用
。

说明补阳还五汤具补气活

血的作用
,

但无论是补气作用还是活血功能

均不随方中黄蔑用量的增大而加强
,

当黄茂

用量为 15 9 和 30 9 时都具有较好的作用
,

且

比黄茂用量为 12 09 的效果更为明显
。

因此临

床上应用补阳还五汤时减少黄蔑用量至 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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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黄蔑用量补阳还五汤对胶原蛋白
-

肾上腺素诱导小鼠体内血栓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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