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症状
,

对该病的发展 在某 种程度 上有 抑制作 用
,

认为

能减少 I I P 恶化 的机会
〔̀ 5〕

。

5 呼吸系统疾病

对 主诉 呼吸 系统 症状 23 人次服 用小 柴胡 汤和

小胸 陷汤 提取剂
,

对各项 自觉症状进行 统计学研 究
,

认为柴陷汤可 明显 减轻咳嗽强 度
,

减少次数
,

缓解痰

不 易咯出
、

胸 痛
、

胸 闷等症状
〔16j

。

在 日本变态反应学

会 发 表的 有关 哮喘 的诊断 与治 疗原则 (J G L ) 中
,

提

出汉方药治疗 哮喘的原则是
:

发作期 宜用麻 黄剂
,

慢
J

胜期宜 用柴胡 剂 (柴 朴汤
、

小 柴胡 汤
、

小青龙汤等 )
。

各方 剂 的 显著 有 效 例 虽 不多
,

但稍 有效 者 超 过 70

%
,

表 明多数患者服 用汉方药有 效
〔` 7〕

。

6 扁桃体炎与 咽部异感症

对 10 例慢 性 扁桃体 炎患 者 给与 小 柴胡 汤 2
.

5

g
,

早 晚 2 次分服
,

9 例 有效
,

认 为小柴 胡汤低 剂量疗

法对 非小 柴胡汤 证的慢性 扁桃体炎 患者显 效
,

且 副

作 用少
〔 , 8〕 。

对 40 例咽 异感症 患者给 予小 柴胡汤 颗

粒剂 (7
.

5 9 d/ 旧 3 次
,
2 周 )效果 明显

,

无副 作用
,

对

咽喉粘膜充血者 效果极佳
〔̀ 9〕 。

7 三叉神经痛

34 例三叉神经痛患 者
,

给予 小柴胡 汤和桂枝芍

药汤提取 剂 4一 5 9
,

早 晚分服
。

结果除去不 能判定效

果的 4 例外
,
3 0 例 中 2 2 例 ( 7 3% )有效

〔2 0〕 。

8 艾滋病

日本 学者从对逆 转录酶有 阻碍作用 的生药 中进

行筛选
,

认为 小柴胡 汤 中黄荃 的类 黄酮 成分黄芬 昔

元
、

黄荃昔体外试验在分子和 细胞水平方面 都获 得

有意 义的结果
,

并有抑 制 D N A 聚合酶的作用
。

实验

表 明
,

小柴 胡汤有 增强 T 细胞
、
B 细胞

、

巨 噬细胞 等

免疫 网的作 用
。

活性氧可 以激 活被称之为转 录因子

的 N F x B 而促 进 H IV 增殖
,

小柴 胡汤对活性氧 产生

有抑 制作用
,

有利于艾滋病 的治疗
。

小柴胡汤既可激

活免疫功能
,

又可清除有害 的活性氧
,

具有 利于细胞

与不利于病毒 的双重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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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州地区药用动植物资源概况

山东省东 营市人民医院 ( 2 5 7 0 9 1) 刘丛华
`

薄其 秀

1 自然概况

黄河三 角州属北温带
、

半湿润 大陆性气候
,

四 季

分 明
,

气温适 中
,

雨热 同期
,

光 照充足
,

土壤碱性 或中

性
,

地 下及地上有 丰富的物产
。

由于黄河 含沙量大
,

每年 有 12 亿 t 泥沙输 人大海
,

平均每年新成 陆地面

积 0
.

25 万 h m Z 。

正因为这种 独特的 自然条件
,

使地

处黄河 三角州一带人烟稀少
,

土地广阔
,

野生植物 丰

茂
,

仅三 角州 腹地的 东营市 范围 内就有 天然的大 中

型草 场 6 2 4 处
,

计 12 万 h m “ ,

其 中 0
.

33 h m , 以 上的

草 场 14 处
,

这里 生长 着大批 的药用 植物
,

年年 花开

刘 丛华 男
,

生于 1 9 6 5 年 n 月
,

大学本科学 历
,

主管 中药师
,

现从事黄河 三角州野 生中草药 资源的开发研 究和医 院
管理工作

。

近年 来
.

发表专业学术 论文 58 篇
,

其 中
“
黄河三角州野生药用植物 资源调查报告

” 、 “
黄河 三角州海洋中药资源调

查分析
” 、 “

10 种常用中药 的真伪鉴别
”
等论文分别获华东地区 优 秀论文 二等 奖和东营市科技优秀论文一等奖

。

科研成果 《黄

河三角州野 生中草药的开发研究 》于 1 9 9 8 年 12 月通过省级鉴定
,

达 国内领 先水平
。

.

2 3 8
.



花落
,

无人问津
、

采集
,

作者通过 6 年多的野外考察
,

现对 黄河 三角州 地区 贮量大
、

经 济价值高的药用 植

物做 如下报道
。

2 药用植物资源

植物 群落 的形成
、

发 展和 演替 与所在 地 区 的条

件密切联 系
,

黄河三 角 州一带 耐盐 湿生植物资源种

类 较多
,

贮 量也很大
。

黄河 口 新成陆地带繁衍着 2 万

h m Z

的天 然怪柳 T
a 、 a 。 二 c h i n e o s i、 L o u r

.

林和大 面

积的野生植物 带
。

这一地 区野 生药用植物 通过采集

的标本考证
,

隶属 59 科
,

其中禾本科 43 种
,

菊科 55

种
,

豆科 36 种
,

黎科 22 种
,

以及事科
、

觅科
、

莎草科
、

大戟科
、

萝摩科
、

紫草科
、

茄科
、

十字花科等等
。

作为

原 生 基 因 库中 的 国 家 二 类 保 护 濒 危 植物野豆 子

G ly
c i n e s刃a

S ie b
·

e t Z
u e e

.

在 这一带分布很广
。

由于 黄河三 角州水 源充 足
,

使得 大量 的水生药

用植 物在 这里繁 衍生 长
,

储存量 大 的为禾本科的 白

茅 I m P
e r a t a

卿 l i n
d

r i c a ( L
·

) B e a u v
·

v a r
.

m “ j o r ( N e e s )

C
.

E
.

H
u b b

. 、

芦苇 P h r a g m i t e : : o m m u n i ,
T

r in
. 、

狗尾

草 S
e t a r i a v i r i d i s ( L

.

) B e a u v
. ,

香 蒲科的 长苞 香蒲

7 3沪h a a 二 g u s t a t a B o r y e t C h a u b
. 、

狭 叶 香 蒲

T
.

a n g u s t ifo l ia L
. ,

睡莲科 的莲子 N
e l u m bo n u e

icf ar

G ac rt .n
,

其 次 为 爹 科 植 物 水 要 尸 l oy g 朋
u
m

勺 d or 加 eP
;

.L
,

莎草科 的莎草 。 沪er us or ut n
d

u 、 L
. 、

荆三棱 S c i学
u s

fl
a v i a t i li s ( T o r r ) A

.

G r a y
.

等等
。

由

于 土壤碱性 大
,

使得大 量 的耐碱性药用植物 在这 里

安 家
,

贮 量 大 的 有 夹 竹桃科 的 罗 布麻 AP
o
cy

n u
m

v e n e t u m L
· ,

菊 科 的 茵 陈 篙 A r t e m i s ia c a P i l l a r i s

T h
u n b

. 、

黄花 篙 A
.

a n n u a L
. 、

野 艾 A
.

v u i g a r i : I
J . 、

紫 苑 A s t e r t a t a r i c u : L
.

f
, 、

蒲 公 英 T a r a x a c u m

阴 o n g o l ic u m H
a n

d
·

M
a z z

· 、

大蓟 C i r s iu m ja P o n i c u
m

D C
· 、

小蓟 C eP h a l a n

oP l o s s e g e t u m (B g e
·

) K i t
a m

、

旋

复 花 I n u la b ir t a , 、 : c a L
.

v a r
,

c h i n e n s i s ( R u p r
,

) R g e

、

苍 耳 X a n t h i u m s ib i r i c u m p a t r
.

e x
W i d d

. 、

苦芭菜

S
o n e h u s o l e r a c e u s L

· ,

豆 科 的 苦 参 S oP h o r a

fl
a v e s c e n s

A i t
. 、

紫 花 首稽 材
己d : c a g o s a t i v a

L
. 、

槐

S oP h or
a

j aP
o in ca .L

,

唇 形 科 的 益 母 草 L eo
n

盯us

h e t e
or P六3记l u s

S w e e t
· 、

薄 荷 M
e n t h a h a P l

oca ly x

B r iq
. ,

寥科 的扁蓄 P o
ly g o n u m a v i c u l a er I

J · ,

黎科 的

地肤 K o c h i a s c

oP
a r i a ( I

J .

) S e
h

r a
d

、

猪 毛菜 S
a l s o

l
a

c o l l i n a P a l l
. ,

大 戟科 的铁芡菜 A c a l乡P人a a u s ; ar li ,

I
J . ,

茄科 的拘祀 yIJ
c i u m e h i n e n s e

M il l
. ,

伞形科的蛇

床子 nC i d i u 从 m o n n i e r i ( L
.

) C
u s s o n

. 。

有的药用植

物 如 罗布麻
、

益 母 草
、

薄荷
、

白茅
、

芦 苇
、

蛇 床 子
、

苍

耳
、

旋 复 花
、

大 蓟
、

小 蓟
、

柳穿 鱼 iL an 汀
“

vu 烤ar 八

M il l
. 、

茵陈
、

苦参
、

车前子 P l a n z a g o a s ia t ic a 1
.

等
,

都是 一 片片 的成丛生 长
,

在植株茂盛 时 期
,

一望 无

际
,

贮量很大
,

每年估计 可采集药材 5 万 t ,

此外柳穿

鱼全草除甘肃 尚存这个 品种 外
,

唯有 在黄河 三角州

大面积生长
。

3 药用动 物资源

在 黄河三 角州 地区 以内
,

哺乳纲 动物 以兔科 的

草兔 L eP .us ot l ia P al l as 分布最 多
,

此外 还有 猜科 的

刺 猜 E
r l’n a c e u : 亡u r o Pa e u s L

. ,

犬 科 的 狐 V u
lp

e s

v “
IP es L

. ,

助 科的推 材七才
` ,

m el es .L
、

黄 助 几了赵对 el
a

s ib i r ic a P a ll a s
. ,

猫 科 的 豹 猫 E c l i: d
o , n e s t i c a

B r
i
s s o n

. 、

仓 鼠科 的 田 鼠 R a t t u ; 。 o r v e g i c u 、 C a r a e o

( P al la s )
.

等 10 科 17 种
。

两栖纲动物有 蛤蛛科的中

华大 蟾蛛 刀认儿 占刃 b g a r g a r i z a n s C a n t o r
· ,

蛙科的 中

国雨蛙场
,

l a 。 h i n e n s i s
G

u n t h e r
.

等 3 科 6 种
。

爬行纲

动物有龟科的乌龟 e 入i n e

卿
: er e v e s i i ( G r a y )

· ,

鳖科

的 中华鳌 A分沙 d a s in e o s i s ( W i
e g m a n n )

. ,

游蛇科的赤

链 蛇 iD
n o

d
o n r 跳肠 z o n a t u m ( C a n t o

.

)
,

晰蝎科 的蜘蝎

E
r e m i a : a r g u :

P
e t e r s

等 6 科 1 0 种
。

由于 黄河 三角 州有着广阔 的滩涂
,

贝类 资源年

产量 约 34 万 t ,

其 中文蛤 Me er t ir x m
e er tr ix .L

、

四

角 蛤 材泛̀ t ar 叮u a d ar
n g u al ir s D e s

h
a y e s

. 、

毛蜡 A cr a

s u b e r e n a t a L i
s e h k e

. 、

魁蜡 A
.

i叹 fZ
a t a R e e v e

.

约 占

7 5 %
,

此 外 牡 杨 O
s t r e a r i v u l a r i ; G

o u
l d 或 0

.

9 ; 9 5

T h
u n b

.

在这一地 区很常见
。

黄河三角州是黄河 人海 口 处
,

面 积逐渐扩大
,

无

污 染
,

这在世 界上是少 有 的河 口湿地生 态研究 的理

想基地
,

也是 我 国暖带地 区最完 整
、

最广 阔
、

最 年轻

的湿地自然综合体
,

这里生长 的药用植物贮 量大
、

种

类多
、

无 污染
,

是 天然的中药材生产基地
。

目前
,

黄河三角州地 区的药材加工业刚刚起步
,

大部分中药资源还没 有充分利用 起来
,

只有儿种野

生药材国家定期收购
,

但 购量少
,

使大多数 的野 生药

材白白浪费掉
。

为进一步 振兴祖国 中药事业
,

开发黄

河 三角州 的药材 资源
,

应对黄河三 角州 的药材 资源

进行研究
、

开 发
、

利用
,

早 日把黄河 三角 州一带 的野

生中药材变为治病救 人的财富
。

( 1 9 9 8
一

0 6
一

0 8 收稿 )

更正
:

本 刊 1期 12 页
“

钩藤的化学成分研究
”
第一作者应为张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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