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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正气散 (水、胶囊 )临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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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藿香正气散出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方由藿

香、大腹皮、白芷、紫苏、茯苓、半夏、白术、陈皮等药组成。 具

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之效。主治外感风寒、风伤湿滞所致恶

寒、发热、头痛、胸隔满闷、脘腹胀痛、恶心呕吐、肠鸣泄泻、舌

苔白腻等症 ,多年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不断发现新的适应

症 ,一方可治多种疾病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现就近年来对本

方及其新剂型水剂、胶囊剂的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感冒、流感

感冒、流行性感冒 (简称流感 )是四季常见的外感病 ,以

春冬两季较多。治疗夏季流感 ,一般在服药后 1～ 2 d症状减

轻 , 3～ 4 d痊愈。对发热不甚 ,而有胸闷、恶心、腹泻等湿滞肠

胃者 ,疗效尤佳。 治疗小儿夏令感冒 34例 ,收到极好的效

果 [1]。 治疗小儿外感外热 286例 ,总有效率达 95. 45% ,其中

132例在 24 h内体温即降至正常 [2]。对 159例感冒而引起的

恶寒发热、无汗胸闷者 ,有一定的疗效 [3]。应用本方治疗夏季

胃肠型感冒一般 1～ 2 d症状减轻 , 3～ 4 d即可痊愈。

2　胃肠道疾病

应用本方加减治疗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急、慢性结

肠炎等取得了良好效果。治疗急性胃肠炎 112例 ,全部治愈 ,

且一般仅需 3剂即可 [4]。治疗急性腹泻者 85例 ,其中水样便

或粘液样便 74例 ,脓血样便 11例 ;前者无合并症 ,后者合并

慢性肝炎者 4例 ,合并营养不良性水肿 8例。服药后 ,治愈 73

例 ,占 85. 9% ;有效 12例 ;占 14. 1% ;大多患者于治疗后的

1～ 2 d症状消失。 本方不仅对成人泄泻有效 ,对婴幼儿之泄

泻有良好疗效。对 63例属于单纯性小儿消化不良者 ,用本方

加减治疗后 ,除 2例服药 10剂无效外 ,其余均获痊愈。其中 1

d内止泻者 24例 , 2 d内止泻者 21例 , 3 d内止泻者 12例 , 5

d内止泻者 4例 ,治愈率达 97% [5]。 应用本方治疗小儿腹泻

131例 ,治愈 96例 ,占 73% ;减轻 18例 ,占 14% ;无效 17例 ,

占 13% ;有效率为 87% ;平均治愈时间为 3 d [6]。

3　传染性肝炎

传染性肝炎是由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 ,常见有黄疸型

和无黄疸型 2种。治疗传染性肝炎有祛湿、利湿、化湿 3种方

法 ,其中以祛湿为主。 本方治疗传染性肝炎 50例 ,湿邪在表

者 ,服药后 ,临床症状全部消失 ,黄疸全部退尽 ,黄疸消退时

间为 6～ 7 d,平均为 25 d。

4　治疗寒哮

寒哮即感受寒邪哮喘发作。 治疗寒哮 38例 ,病程 3个

月～ 18年 ,获得满意疗效 ,痊愈 19例 ,好转 17例 ,未愈 2例。

总有效率 94. 7% [7]。

5　晕车

本方治疗晕车 43例 ,效果颇佳。行车前 5 min口服藿香

正气水 1支 ,小儿酌减 ,虽行车长达 12 h也无晕车感觉 [8]。

6　空调症

空调症属现代病 ,人在空调房间内 ,因对室内外温差过

大和长时间的室内温度过低不能适应所产生的一系列症状。

用本方及加减方治疗空调症 16例 ,痊愈 12例 ,好转 2例 ,总

有效率为 87. 5% ,其中中医辩证为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者效

果尤佳 [9 ]。

7　痔疮

痔疮是痔静脉曲张所引起的肛门病。 临床分为内痔、外

痔、混合痔 3种 ,用本方治疗痔疮 68例 ,疗效十分满意。其中

男 54例 ,女 14例 ;内痔 48例 ,外痔 11例 ,混合痔 9例 ;年龄

20～ 68岁 ,其中 22～ 55岁者占 90% ;病程 6个月～ 30年。治

疗方法:藿香正气水 20 m L,加开水 450 m L与药混合均匀 ,

先蒸后洗。 内痔每日 1次 ,连续 7次 ;外痔及混合痔先蒸后

洗 ,用布擦干后 ,涂醋酸氟轻松软膏 ,每日 1次 ,连续 7次。内

痔 48例 ,临床近期有效率 100% , 1年后回访 ,有效率 96% ;

外痔 11例 ,临床近期有效率 100% , 1年后回访 ,有效率

94% ;混合痔 9例 ,临床近期有效率 100% , 1年后回访 ,有效

率 90% [10 ]。

8　酸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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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酸碱平衡 ,是保持细胞正常代谢的重要条件。 由于

各种原因 ,如肾脏疾病尿毒症性酸中毒、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严重呕吐腹泻造成失水性酸中毒 ,以及缺氧、感染、中毒、休

克等可引起酸中毒。本方治疗酸中毒者共 98例 ,其中失水性

54例 ,酮症性 21例 ,尿毒症状 23例 ;年龄 5～ 58岁 ,以 16～

30岁者居多。全部病例均经二氧化碳结合力检查证实。其中

二氧化碳结合力在 40% ～ 30%容积者为轻度 ,共 35例 ,

30% ～ 20%容积者为中度 ,共 53例 ; 20%容积以下者为重

度 ,共 10例。其中治愈 46例 ,二氧化碳结合力在 40%容积以

上者 ,占 46. 9% ; 好转 40例 ,二氧化碳结合力上升 ,占

40. 8% ; 无效 12例 ,二氧化碳结合力无变化或下降 ,占

12. 3% ;总有效率为 87. 7%。失水性的 54例中 ,治愈 32例 ,

好转 22例 ;酮症性 21例中 ,治愈 5例 ,好转 9例 ,无效 4例 ;

尿毒症性 23例中 ,治愈 6例 ,好转 9例 ,无效 8例。本方加减

对失水性 ,酮症性 ,尿毒症性酸中毒均有满意疗效 ,以失水性

疗效最佳 ,特别是脾阳亏损和湿浊困脾所致者更为满意 ,对

肾阴、阳虚的尿毒症性患者疗效较差 [11 ]。

9　恶阻

恶阻即妊娠恶阻 ,指妊娠 2个月左右出现恶心、呕吐、头

晕、胸闷、恶闻食味 ,或食入即吐 ,头重目眩等。恶阻为妊娠期

常见疾患。 使用本方加减治疗妊娠恶阻者 ,也取得一定疗

效 [12, 13 ]。用本方加减治疗妊娠恶阻 33例 ,均为中度及重度呕

吐。 经服药 1剂后 ,症状减轻 , 4剂后痊愈者 23例 ; 3剂后呕

吐减轻 , 6剂后痊愈者 8例 ; 2例服药后效果不详 [14]。

10　皮肤疾患

皮肤病的临床表现在皮肤局部的改变 ,以及局部改变而

产生的痒、痛、灼热等感觉。根据损害的表现 ,局部的感觉 ,同

时参考全身情况进行分析 ,作出局部以及全身治疗。 应用藿

香正气水外擦治疗股癣、足癣、体癣与手癣等 82例 ,痊愈率

达 41. 5% [15]。 藿香正气还具有通畅汗液顺利向外排泄之功

效 ,因而外用治疗痱子 ,取得较好效果 [16]。 治疗荨麻疹 32

例 ,治愈率为 100%。服药最少者 3剂 ,都多者 35剂 ,服药多

少与病程长短有关。本方有较好的远期疗效。结节性痒疹是

一种较顽固的皮肤病 ,多见于患者四肢伸面 ,基本损害为红

色 ,疏散分面 ,高出皮面的结节。 患者奇痒难忍 ,常反复发作

数月 ,临床以藿香正气水加荸荠内服治疗 55例 ,取得满意疗

效 [17]。

用藿香正气散加减治疗湿疹 36例 ,每日 1剂 ,水煎早晚

分服 ,必要时可日用 2剂 , 36例病中最少服用 4剂 ,最多服

12剂 ,均获痊愈 [18]。 应用藿香正气水外涂治疗婴儿湿疹 48

例 ,取得满意疗效。 其中属渗出型者 32例 ,干燥型 16例 ;病

程最短 10 d,最长 1年 8个月 ,平均病程 5. 8个月。用药期间

停用其他药物。结果: 48例患儿显效 31例 ,有效 14例 ,无效

3例 ,总有效率为 95. 8%。 其中渗出型显效 18例 ,有效 12

例 ;干燥型显效 13例 ,有效 2例 ;总有效率分别为 93. 75% 、

93. 74%。一般疗效出现在用药后第 1～ 3天之间 [19]。藿香正

气水还用于治疗阴痒、冻疮、蚊虫咬伤、夏季皮炎、带状疱疹

等取得较好效果 [20]。

11　Ⅰ 型变态反应性疾病

Ⅰ 型变态反应性疾病往往有明显的遗传性和家族性 ,病

人多具有过敏体质 ,即对外界抗原较易产生比正常人多的

IgE。常见疾病有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药物过敏、湿疹皮

炎等。本方治疗Ⅰ 型变态反应性疾病 ,血管神经性水肿 7例 ,

消化道过敏 4例 ,支气管哮喘 11例 ,过敏性鼻炎 5例 ,并与

息斯敏等常规治疗对照 ,结果同样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总

有效率达 73. 3% [21 ]。

12　霍乱

1984～ 1988年曾采用以本方加减为主要方剂治疗霍乱

18例 ,仅重型并用附子及补充液体与纠正酸碱平衡等综合

措施。 全部病人均获得治愈 ,症状消失最快者仅 1 d,最长者

亦未超过 5 d。 大便培养转阴率最早为 2 d,最晚为 6 d [22]。

13　酒精中毒

过量饮酒或长期饮酒 ,尤其是烈性酒 ,可以引起酒精中

毒 ,造成肝实质损害 ,是肝硬化的重要病因之一。用本方治疗

酒精中毒 61例 ,痊愈 56例 [23 ]。

14　美尼尔氏症

美尼尔氏病属中医“眩晕”范畴。温生福用本方加减治疗

美尼尔氏症 ,服用 3剂复诊时 ,症状基本消失 ,改服藿香正气

丸 ,每日 2次 ,每次 6 g ,连用 1周。 3年后随访 ,每有发病预

兆 ,按上法服上药 1周 ,病未再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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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生物限度标准的几点建议

——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0年版 (一部 )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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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微生物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专业技术 ,它在控制药

品质量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 2000年版药典对微

生物限度检查法进行了修改 ,并增加了微生物限度标准 ,这

对控制药品质量、促使药品检验水平与国际水平逐步接轨 ,

使中药走向世界 ,走向现代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我们

在执行标准的过程中 ,发现一些问题 (或不足之处 ) ,现提出

几点建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简称《药典》 ) [1]商榷。

1　建议调整标准

《药典》 [1]规定不含生药原粉的口服固体制剂—— 丸剂、

颗粒剂、胶囊剂细菌数限度为 1 000个 /克 ,但同样为不含生

药原粉的口服制剂片剂细菌数限度则为 100个 /克 ,作者认

为对于片剂的细菌数限度要求过严 ,在实际生产中达不到

《药典》规定的标准 ,建议放宽至 1 000个 /克。

《药典》 [1]微生物限度标准主要是根据剂型来制定的 ,同

样为口服的药物 ,如丸剂、颗粒剂、片剂、合剂、散剂等 ,细菌

数限度标准为 30 000、 10 000、 1 000、 100个 /克 (个 /毫升 )不

等 ,这可能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来制定的 ,同样为口服制剂 ,

限度标准差异太大 ,制定标准的依据似乎不足 ,建议细菌数

限度标准可根据给药途径以及病人所能承受的细菌量范围

来制定 ,可能会更为科学、更为合理 ,当然这需要大量的实验

数据作为基础。

《药典》 [1]酊剂的细菌数限度标准为 100个 /毫升 ,但在

实际生产中很难达到要求 ,中药不同于西药 ,其染菌途径很

多 ,要将其染菌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

的事情 ,故建议再版时将酊剂的细菌数限度标准放宽到

1 000个 /毫升。

2　建议增加标准

《药典》 [1 ]制定了搽剂的微生物限度标准 ,对于含有生药

原粉的搽剂没有制定标准 ,但在实际生产中确有含生药原料

的搽剂 ,建议再版时应增加含生药原粉的搽剂的微生物限度

标准。

《药典》 [1 ]没有制定滴耳液的微生物限度标准 ,很多中药

滴耳液的微生物检查就没有标准可依据执行 ,建议再版时增

加中药滴耳剂的微生物限度标准。

《药典》 [1 ]未收录滴肠液、灌肠剂 ,但有些中药滴肠液、灌

肠剂的疗效确实很好 ,但做微生物限度检查时 ,无标准可依

据 ,故作者认为应尽快收录滴肠液、灌肠剂 ,制定其微生物限

度标准及控制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孢菌的检查。

3　建议无菌检查

用于创伤、溃疡、止血、深部组织的外用制剂 (如软膏剂、

栓剂 )与用于无创伤、溃疡等组织的外用制剂 (如酊剂、搽剂、

滴鼻剂等 ) ,细菌数限度标准均为 100个 /克或 100个 /毫升 ,

差异不太大 ,作者认为应有所区别 ,特别是用于创伤、溃疡、

深部组织的外用制剂最好作无菌检查 ,避免病人在药物治疗

过程中所引发的外源性感染。《药典》制定了外用制剂的微生

物限度检查 ,并作了致病菌的控制检查 ,但未做无菌检查 ,这

说明这些药品含有微生物 ,当用于创伤、溃疡等患病组织时 ,

这些微生物就有可能大量繁殖 ,成为条件致病微生物 ,所以 ,

作者认为用于创伤、溃疡等患病组织的制剂应作无菌检查。

4　防止滥用辐射灭菌

《药典》 [1 ]关于中药的微生物限度标准较 1989年卫生部

颁发的药品标准有所提高 ,但是在基层单位 ,为了使药品微

生物限度达到《药典》规定的标准 ,很多中药、中成药都采取
60 Co灭菌 ,但照光后很多包装材料 (如塑料瓶 )都发黄。60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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