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瘤小鼠的脾脏 T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
,

并可

较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
;
也能部分阻碍瘤

株对脾脏 N K 细胞活力的抑制作用
;
相对改

善荷瘤小 鼠由于肿瘤生长而引起的 I L
一

2 分

泌能力的下降
,

显著提高 C T L 细胞活力
〔 9〕 。

在深入的机制研究中发现在其抑瘤过程 中
,

能有效地阻止 C D才
,

C D扩亚群细胞 比值的上

升
.

使具有杀伤功能的 C D才亚群处于优势
,

发挥其杀伤肿瘤细胞作用
〔 , 3〕 。

从其研究结果

中
,

我们可以得出地黄多糖的抗肿瘤作用主

要是 影响荷瘤小 鼠的免疫监视系统
,

特别是

在免疫监视系统 中起主要作用 的 T 淋 巴细

胞功能
,

除了促进 T 淋 巴细胞活化
、

直接杀

伤肿瘤细胞外
,

还可通过 T 淋巴细胞产生一

系列的淋巴 因子
,

如 I L
一

2 等激活其它效应细

胞
,

如 C T L 细胞
、

N K 细胞和 B 淋 巴细胞等

共同发挥其免疫抑瘤效应
。

6 结语

随着现代医药研究的飞速发展
,

地黄及

以地黄为主药的六味地黄汤 (丸 )的研究正逐

渐深入到细胞及分子水平
,

为阐明地黄及六

味地黄丸的作用及作用机理提供了理论和实

验依据
,

其免疫药理及抗肿瘤作用的研究将

有助于地黄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中药的开发

利用
,

并将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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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剂型改革的概况

内蒙古医学院 (呼和浩特 。 1 0 0 2 0) 包
·

特木尔
每

摘 要 简要论述了蒙成药现状和传统理论
,

配伍原理
.

复方研究
,

剂型改革和研制新产 品所涉及

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

关键词 蒙药 方剂理论 剂型改革

蒙药历史悠久
,

尤其是方剂
,

有独特而完

整的传统理论和确实的疗效
,

近年来有些方

药得到重视与应用
。

现 已从蒙药文献整理出

3 0 0 0 余种成方
,

其 中常用的 4 00 种左右
,

然

而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
,

认真探讨蒙药方剂

理论 的内涵
,

并以此为依据
,

指导蒙成药的剂

型改革和研制新产品等工作还开展较晚
。

一

些传统蒙成药剂型工艺落后
,

商品陈旧
,

服用

`
A d d

r e s s :
B a o

·

T e
m

u e r ,

I n n e r
M

o n g o li a
M

e d ie a
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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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
,

污染机会多
,

已为医家和患者所不用
,

特别是因缺乏 口服液
、

冲剂
、

胶囊剂
、

浓缩丸
、

针剂等现代药物新剂型而严重影响蒙药市场

的发展
。

而某些蒙药的剂型改革
,

又脱离并忽

略了传统理论的特性
。

因此
,

用现代科学技术

重新认识蒙药方剂理论
,

并对临床应用疗效

确切的蒙成药进行全面
、

系统的药效学
,

毒理

学等试验
,

使其作到工艺合理
,

疗效高是当务

之急川
。

同时还要不断地研制新剂型和新产

品以满足医疗的需要
。

1 蒙药方剂理论的来源

蒙医药的基础理论认为
,

人体 内存在着

三大因素
: “

赫衣
” 、 “

协 日
”
和

“
巴达干

” ,

分别

是指
“

气
” 、 “

胆
”
和

“

涎
” 。

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

物质基础 (即饮食精微
、

血
、

肉
、

脂肪
、

骨
、

骨髓

和精 )和 3 种排泄物 (大
、

小便和汗 )的运动变

化
〔幻 。

在一 定条件下
,

三大 因素保持相互协

调
,

就可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
若其中之

一偏盛或偏衰
,

平稳失调就会产生疾病
。

三大

因素学说是蒙 医最基本的生理和病理学的基

础
,

与此理论相关而产生了蒙药方剂的理论
.

认为药物与五行 (源 )有关 ;
其性

、

味
、

效
、

力源

于五行
,

人体有了病
,

就要运用有五行性质的

药物对症治疗
。

2 蒙药方剂的配伍原理

蒙药在临床上应用往往是复方
,

单 味药

甚少
.

而味
、

性
、

效
、

力是指单味药而 言
,

在复

方中如何应用 ? 为此
,

蒙药运用上述理论
,

采

用 3 种基本的配伍方法
,

即药味作用配伍法
,

消化后三 化味作用配伍法和 药物功能配伍

法
。

这 3 种配伍法均有各 自的临床效应
。

2
.

1 药 味作用配伍法
:

是根据蒙药的六味作

用的理论配伍
,

并能够用药味效能理论所指

导的一种配伍原理
〔3〕 。

六味
,

即甘
、

酸
、

咸
、

苦
、

辛和涩
。

从方剂文献现 已发掘 74 种配方
,

在

临床上多用于因赫衣
、

协 日
、

巴达干的偏盛或

偏衰所引起的内环境失调 的疾病
,

临床上多

见于汤剂 的配方
。

运用该 原理
,

具有甘
、

酸
、

咸
、

辛味的药物能医治
“
赫衣

”

病
;
具有苦

、

甘
、

涩 味的药物可 医治
“

协 日
”

病
; 具有辛

、

酸
、

咸

《中草药 》 1 9 9 6 年第 27 卷第 2 期

味的药物能医治
“
巴达干

”

病
。

例
:

一种味配方

— 肋柱花三味汤 (胁柱花
、

麻花秦芙
、

船形

乌头 )都是含苦味的药
,

按药味理论就可 医治

病理状态的协 日
。

如果能通过成分分析
,

药理

实验
,

并结合仪器测定弯其究竟
,

可给传统蒙

药找到科学依据
,

对蒙药基础理论
,

维持人体

内环境的平衡和保健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
。

对研制新产品
、

开发新药也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
。

2
.

2 消化后的三化味作用配伍法
〔 3〕 :

三化味

是指药物的六味经消化后的药味
。

药物服用

后
,

与 胃火相遇
,

这时 巴达干
、

协 日
,

被赫衣

(指机体三大因素参于消化功能的成分 )依次

消化
。

甘味和咸味被消化后变为甘味
;
酸味处

于中间阶段
,

消化后仍为酸味
;
苦

、

辛
、

涩味消

化后成为苦味
。

消化后的每一种药味
,

能医治

两大因素病变 (指上述三大因素中的某两种

因素病变 )
。

蒙药方剂理论认为
,

三大因素失

去平衡时
,

单纯一种因素极少引起病变
,

由两

种 因素参与病变的称作
“

合并症
” ,

三种因素

参与病变的称作
“

综合征
” 。

由于药物的六味

含有不同的五源性质
,

六味虽能治病
,

也可致

病
。

正确地运用消化后的
“

三化味
”

作用原理
,

可 以避 免药物对某些疾病 同时出现利 弊效

应
。

因此
,

应用现代药理和生化技术探索其原

理
,

搞清其药理作用
,

对发现新的用药理论和

方法
,

研制新剂型是有意义的尝试
。

2
.

3 药物 的功 能配伍法
〔3 〕 :

这是 除上述药

味
,

三化味作用外
.

只依据药物功能的配伍方

法
,

是针对五脏六腑组织器官的功能
,

特别是

器质性病变
,

在蒙药临床上最多见的一种制

剂配伍方法
。

3 蒙药的剂型理论和新剂型的研制

蒙药剂型是蒙医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是通过一定的剂型理论来为人类健康服

务
t ` 〕 。

这主要是蒙药—
药性

、

药味
、

药效
、

药

力和上述 3 种配伍原理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

科学
。

在进行蒙药剂型整理改进时
,

要根据蒙

医蒙药 的基础理论及药性特点
,

运用现代科

学 知识和方法
,

通过临床疗效客观指标 的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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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

新旧剂型对 比积极进行蒙药剂型的研究

和改进
。

传统的平息与清泻药有两类剂型
〔` 〕 ,

前者有汤
、

散
、

丸
、

搅合剂
、

药油剂
、

灰制剂
、

膏

剂
、

药酒
、

珍宝剂和纯草药剂共 10 种
;
后者有

油疗剂
、

清泻药剂
、

吐泻剂
、

鼻药剂
、

温和导

剂
、

猛烈导剂和脉泻药剂共 7 种
。

这些传统剂

型都有 自己独特的剂型理论和特定剂型来发

挥药效
,

现 已形成与医药密切结合并适应 临

床需要的蒙药制剂学
。

在试制新剂型新制剂

时
,

一般需经复方筛选
。

要重视蒙药复方的特

点
,

因为方剂配伍有一定主从关系
,

既有起主

要治疗作用的君药
,

起辅佐作用的间接药 (辅

佐药 )
,

也有保护脏腑
、

调正机体
、

抑制毒性的

保健药 (解毒药 )
,

还有 向病变部位的引入药
。

正因为蒙医在组方时重视药物的相生相克
,

相辅相成 的内在规律
,

所以它发挥复合药理

作用
,

具有高效低毒的独特疗效
。

对蒙药复方

有必要通过成分分析和药理作用的研究
,

探

索其独特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
,

搞清

方剂组合
,

应用的奥秘
。

复方的研究和改进传

统剂型的研究
,

要克服
“

化学结构唯一决定药

效论
”
的片面看法

,

而必须在蒙药理论指导下

密切配合临床
,

以期达到既保持蒙药复方和

剂型的固有特点
,

又能提高临床疗效
、

工艺先

进的目的
〔` 〕 。

4 传统蒙成药剂型改革的现状和启迪

4
.

1 蒙药传统剂型改革前先行复方筛选
:

蒙

药多用复方
,

因为复方疗效高
,

用量小
,

毒副

作用小
,

发挥复合药理作用可显示出单 味药

所不具有的独特疗效
。

蒙药有 自己的独特理

论
,

组方合理
,

对其通过成分分析及药理作用

研究
,

搞清方中的有效组分
,

主从关 系
,

协 同

作用
,

以及药 理作用 的机制等
,

从 而加 以验

证
,

可为剂型改革和研制新产品打好理论基

础
。

4
.

2 蒙医药理论指导下剂型改革和研制新

剂型
:

复方的研究
,

传统剂型的改革和研制应

在蒙药 的性
、

味
、

效
、

力等理 论
,

3 种配 伍原

理
,

组方规则
,

17 种剂型等理论指导下进行
,

否则不能反映蒙药复方和传统剂型的特性及

内涵
。

4
.

3 对复方和剂型改革研究的几点建议
:

蒙

药传统复方及剂型的研 究工作 虽然开发较

晚
,

但取得了可喜苗头
,

出现的问题在发展过

程中将会得到克服和纠正
。

a) 如复方的筛选
、

提取有效组分
、

研制新产品等要遵循蒙药传

统理论
,

并以用蒙药理论能够作出解释为标

准
。

b) 传统汤散剂改成片剂等
,

要保持传统

剂型特点和疗效
,

并能够用蒙药理论作出解

释
。 。 )丸剂等剂型改成针剂

,

首先研究和处理

好非水溶性药物及物质
,

保持成方的完整性

和合理性
〔` 〕 。

蒙药剂型中
,

85 %是 口服给药
,

应对新旧两种剂型经不同的给药途径系统观

察实验动物的生物学指标和常数
,

以此证明

新剂型的优越性
,

对研制品必须用蒙药理论

能够作出解释
。

复方和剂型改革研究应该用蒙西医药药

学理论和方法进行认真的探讨和处理
,

避免

失去传统方剂和剂型的特性及内涵
; 否则

,

研

制品不能成为蒙药
,

也难于达到现代药的制

齐lJ水平
。

总之
,

要力争达到既保持蒙药传统复

方和剂型固有特点
,

又能提高临床疗效
,

工

艺先进的蒙药制剂
,

为保障各族人民的健康
,

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作出积极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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