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肝苏组有效率为 84% ,甘利欣组为

69. 56% ,二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4. 2　治疗肝纤维化:张健等选用 HA、 HPCⅢ 作为临床诊断

肝纤维化的血清学指标。结果显示: 治疗组的 SIL项前后比

较下降明显 , CD4 /CD8比值治疗后上升。 两组对比 P <

0. 05,而对照组无差异 (P> 0. 05)。 治疗组的肝纤维化指标

透明质酸 ,Ⅲ型胶原治疗后有差异。 故认为扯根菜在改善肝

功能、调节免疫及抗肝纤维化方面有作用。

4. 3　对药物性肝损伤的保肝作用:目前 ,结核病的发病率有

所上升。 联合用药是抗结核治疗的主要原则 ,常用的抗结核

病药物以利福平、吡嗪酰胺对肝脏的损害最常见。 因此抗结

核治疗过程中常因药物性肝炎而中断。解郑良等观察了病人

在强化期给予肝苏颗粒口服。 结果无一例出现肝功能异常。

表明肝苏颗粒在结核强化治疗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保肝作用。

5　展望

目前 ,对扯根菜的研究较少 ,且深度远远不够。 因此 ,应

采用现代科技手段 ,制定扯根菜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GAP)

和生产技术标准操作规程 ( SO P) ,为生产出优质无公害的

原料 ,为扯根菜产品挤身国际市场奠定良好的理论和物质基

础。 随着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的深入 ,扯根菜药用保健品的

开发研制也日益受到重视。由扯根菜开发研制出的保健食品

“醒神胶囊”也全面上市 ,其醒酒护肝作用已得到公认。 目前

郎中药业正积极与德国爱尔兰根大学合作 ,对扯根菜的化学

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力

争使扯根菜的制剂能早日进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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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中药志》评介

桑国卫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授 ,北京　 100050)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研究员主编的《新编中药志》 ,

总观其内容可谓“浩若瀚海” ,资料的收集、分析、撰写均强调

和突出了一个“新”字。 本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均强 ,它是对

国内外现代中药研究成果的汇总与总结 ,是集国内外研究成

果的一部高水平佳作 ,是一代药学工作者在整理发扬中药宝

贵遗产 ,推动中药现代化以及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方面 ,

对我们国家的一大贡献。

众所周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药典即 1953年版《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 531种药品几乎没有中药。 肖培

根院士等主编的第一版《中药志》中收载的 500多种常用中

药材曾成为 1963年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的主要

参考书 ,尤其是书中药材的基源、产地、药材特征等是其收录

的主要依据。同样 20世纪 80年代出版的第二版《中药志》也

为 1977年版、 1985年版和 199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的编写与提高工作做出了贡献。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在国际范围内中医药日益受到

重视 ,国内外都有很多科研工作者正致力于中药学的研究。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特别是我国加入了 W TO后 ,中医药走

向世界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反映我国中药学研

究现代水平的《新编中药志》的出版 ,顺应了现实的需要 ,赶

上了时代前进和近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 ,很及

时 ,很必要。 这次重新编写修订而成的《新编中药志》 ,资料

全、文献新 ,收藏的内容包括历史、原植物、采制、药材及产

销、化学成分、药材鉴别、性味功效、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和

附注等 9项。每个品种参考文献多数查阅到 2000年 ,个别甚

至包括了 2001年的资料。 药材鉴别项突出增加了理化鉴别

和 T LC鉴别。包括图谱、 TLC条件及文献 ,尤其收入了大量

HPLC及气相色谱分析的最新研究结果 ,可望对于实际鉴别

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未收载的常用

中药或地区习惯用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个别地区误用的

品种和伪品等 ,也依据其重要性与常用程度 ,分别对其植物

形态、药材鉴别特点、化学成分、药理及临床作用等分别作了

详尽介绍。

《新编中药志》保持了与 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一部的一致性 ,收藏的内容可以看作是对药典的注解 ,它

也可作为 2005年版药典编写的重要参考书 ,更是进行中药

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这部由肖培根院士主编的

《新编中药志》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和质量保证工作亦必将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衷心祝贺肖培根院士和全体作者

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同时亦感谢作者们通过辛勤劳动对我国

中药现代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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