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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药典))2005年版部分藏药成方制剂处方的几个问题与建议

俄仓巴·卓玛东珠

(ey海省藏药标准委员会办公室，青海西宁810008)

《中国药典》是国家为保证药品质量、保护人民用药安全

有效而制定的法典；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监督检验药品质量的技术法规；是我国药品生产、经营、使用

和监督管理所必须遵循的依据。藏药成方制剂的处方直接关

系到藏药的临床疗效，《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以下简

称《药典》)对每种藏药成方制剂的处方都作了明确规定。笔

者在工作实践和藏药生产工艺中发现《药典》部分藏药成方

制剂的处方组成存在一些不妥或不足之处，为使《药典》更趋

完善、规范，特提出建议，供下版《药典》修订时参考。

1北寒水石、南寒水石、寒水石

中药寒水石，据考证应为芒硝的天然晶体，但近代寒水

看，以上几种成方制剂中所应用的“北寒水石”、“南寒水石”，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第一册)

1995年版(以下简称《部颁藏药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药品标准·蒙药》1998年版成方制剂中所应用的“寒水

石”均为“君西”[藏文：Congzhi(系藏文转写，下同)，译音：君

西、壮西]的中文药材名称或译名。藏药“君西”应该为南寒水

石即方解石[2~4J。故建议将“北寒水石”及“寒水石”改为“南

寒水石”，不然会造成混乱，而且还会产生异议。

2獐牙菜、伞梗虎耳草、迭达

獐牙菜(藏文：Tigta，译音：蒂达)是一类治疗肝胆疾病

的藏药总称，“蒂达”种类很多，主要为龙胆科的獐牙菜属

石药材的商品，有红石膏与方解石两种，前者多用于北方，后 (Swertia L．)、花锚属(Halenia Borkh．)、扁蕾属

者多用于南方[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

材》(第一册)1992年版分别收载的南寒水石和北寒水石分

别为碳酸盐类矿物方解石族方解石和硫酸盐类矿物硬石膏

族红石膏。而《药典》收载的十一味能消丸、七味铁屑丸和六

昧安消散处方项下谓“北寒水石”；洁白丸处方项下谓“南寒

水石”；附录Ⅲ收载“寒水石”。根据藏医和蒙医用药习惯来

(Gentian@sis Ma)、肋柱花属(Lomatogonium A．Br．)，以及

虎耳草科的虎耳草属(Saxifrage L．)等2科5属的印度獐

牙菜、川西獐牙菜、小伞虎耳草等13种1变种植物[5]。《药

典》收载的十三味榜嘎散、二十五昧珊瑚丸处方项下谓“獐牙

菜”；二十五味松石丸处方项下谓“伞梗虎耳草”；附录Ⅲ收载

“迭达”。而獐牙菜、伞梗虎耳草均未在《药典》正文或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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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载，应明确品种、统一名称，并建议修订或删除附录Ⅲ“迭

达”。因为在《药典》成方制剂中未出现过“迭达”。

3草乌、黑草乌、铁棒锤叶

藏药黑草乌(藏文：Bongnag，音译：榜那)，《药典》附录m

规定为毛茛科植物藏草乌Aconitum balfourii Stapf或铁棒

锤A．szechenyianum Gay．的干燥根。草乌(北乌头A．

kusnezoffii Reichb．)、草乌叶系中医、蒙医习用药材，非藏医

习用药材。而《药典》收载的二十五味松珊瑚丸处方项下谓

“草乌”；五味麝香丸处方项下谓“黑草乌”；十二昧翼首散处

方项下谓“铁棒锤叶”。故建议将“草乌”改为“黑草乌”，参考

《药典》五味麝香丸处方项下“黑草乌”。建议将“铁棒锤叶”改

为“黑草乌叶”．因为《药典》附录nl规定“黑草乌叶”(藏文：

Bdudrtsiloma，译音：堆孜洛玛)为毛茛科植物铁棒锤A．

szechenyianum Gay．的干燥叶。但“铁棒锤”、“铁棒锤幼苗”

均在《部颁藏药标准》正文中收载，应统一药材名称。

4船形乌头、榜嘎

船形乌头(藏文：Bongdkar，译音：榜嘎)，《药典》附录Ⅲ

规定榜嘎为毛莨科植物船形乌头Aconitum，zaTJlculaT"e Stapf

或甘青乌头A．tanguticum(Maxim．)Stapf的干燥全草。而

《药典》收载的二十五昧松石丸处方项下谓“船形乌头”；九昧

石灰华散、十二味翼首散、十三味榜嘎散处方项下谓“榜嘎”。

故建议将“船形乌头”改为“榜嘎”，参考《药典》九味石灰华

散、十二味翼首散、十三味榜嘎散处方项下“榜嘎”。

5鸭嘴花、巴夏嘎

藏药巴夏嘎(藏文：Bashaka，译音：巴夏嘎)为爵床科植

物鸭嘴花Adhatoda visaca Nees的干燥茎Ez,6,73。梵语称本种

为“Bashika”或“Vasika”，藏语称作“Bashaka”或“Vashaka”，

与梵语极相近，且拉丁名种加词“visaca”音亦相近。而《药典》

收载的二十五味松石丸处方项下谓“鸭嘴花”；十三味榜嘎散

处方项下谓“巴夏嘎”。故建议将“鸭嘴花”改为“巴夏嘎”。参

考《药典》十三味榜嘎散处方项下“巴夏嘎”。但“巴夏嘎”或

“鸭嘴花”均未在《药典》正文或附录中收载，应明确。

6藏木香、藏木香膏、土木香

《药典》规定土木香为菊科植物土木香Inula helenium

L．的干燥根。十三味榜嘎散中藏药藏木香(藏文：Manu，译

音：玛奴)，《部颁藏药标准》规定为菊科植物土木香或总状土

木香I．racemosa Hook．f．的干燥根。而《药典》收载的十一

味能消丸、十五味沉香丸、七味铁屑丸、六味安消散处方项下

谓“藏木香”；催汤丸处方项下谓“藏木香膏”、“藏木香”；洁白

丸处方项下谓“土木香”。故建议将“土木香”改为“藏木香”。

但“藏木香”、“藏木香膏”均未在《药典》正文(土木香除外)或

附录中收载，应明确。

7秦艽花

藏药吉杰(藏文：Kyilce，译音：吉杰)分黑、白2种，白的

称吉杰嘎布(藏文：Kyilcedkarpo，译音：吉杰嘎布)；黑的称吉

杰那布(藏文：Kyilcenagpo，译音：吉杰那布)。吉杰那布为龙

胆科植物秦艽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的干燥花口]，而中

药秦艽，《药典》规定为龙胆科植物秦艽、麻花秦艽G．

straminea Maxim．、粗茎秦艽G．crassicaulis Duthie ex

Burk．或小秦艽G．dahurica Fisch．的干燥根。十三味榜嗄

散中吉杰嘎布[8。3应该为“麻花秦艽花眦““。《药典》附录Ⅲ规

定麻花秦艽花为龙胆科植物麻花秦艽的干燥花。而《药典》收

载的十三味榜嘎散处方顼下谓“秦艽花”。故建议将“秦艽花”

改为“麻花秦艽花”。

8红景天

《药典》收载的九味石灰华散处方项下谓“红景天”。《药

典》《部颁藏药标准》均规定红景天(藏文：Srolodmarpo，译

音：索洛玛保)为景天科植物大花红景天Rhodiola crenulata

(Hook．f．et Thoms．)H．Ohba的干燥根及根茎。本方是在

三臣散(石灰华、红花、牛黄)基础上，又增加“力嘎都”(藏文：

Ligadur，译音：力嘎都)等6味组合而成口1。《部颁藏药标准》

规定力嘎都为景天科植物狭叶红景天R．kirilowii(Regel)

Maxim．等同属数种植物的干燥根及根茎。故建议将“红景

天”改为“力嘎都”或狭叶红景天。

9天竺黄、石灰华

藏药天竺黄(藏文：Smyugcugang，译音：纽居岗)和石灰

华(藏文：Chucugang，译音：曲居岗)同为“居岗”(藏文：

Cugang，译音：居岗)。其中天竺黄为上品，而石灰华为中

品n“。一般在藏药成方制剂处方中二者用其一。而《药典》牧

载的二十五味松石丸处方项下谓“天竺黄”、“石灰华”系重复

使用，那么去除一味该方只剩下二十四味，那另一味是什么

呢?据考证，应该是石花。这不仅在文献《青海省藏药标准》和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中有明确记载，实际上，青海

省藏医院、青海省黄南州藏医院均以石花入本方使用。石花

为梅花衣科植物藻纹梅花衣Parmelia saxatilis Ach．的干

燥全体。故建议将“石灰华”改为“石花”。

10降香、紫檀香

《药典》收载的二十五味松石丸处方项下谓“降香”；十五

味沉香丸处方项下谓“紫檀香”。方中藏药赞旦玛布(藏文：

Tsandandmarpo，译音：赞旦玛布)为紫檀香。《部颁藏药标

准》规定紫檀香为豆科植物青龙木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的干燥茎。故建议将“降香”改为“紫檀香”。

11红花、西红花

红花(藏文：Rtswagurgum，译音：杂古更)和西红花(藏文：

Khachegurgum，译音：卡奇古更)同为“古更”(藏文：Gurgum，

译音：古更)。其中西红花为上品，红花为下品[1⋯。而《药典》收载

的二十五味珊瑚丸处方项下同时列出“红花”、“西红花”。又漏

列了“肉豆蔻。故建议去“红花”，增“肉豆蔻”。因为该方由珊瑚、

木橘、西红花、肉豆蔻等25味组合而成[1“”]。

12葫芦

《药典》收载的二十五味珊瑚丸处方项下谓“葫芦”。在此方

中将“木橘”误用为“葫芦”，《部颁藏药标准》规定木橘(藏文：

Bilba，译音：毕哇)为芸香科植物木橘Aegie marmelos(L．)

Correa的干燥未成熟果实。故建议将“葫芦”改为“木橘”。因为

该方由珊瑚、木橘、西红花、肉豆蔻等25味组合而成[1“”]。

13木藤蓼、宽筋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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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收载的十五味沉香丸处方项下谓“木藤蓼”；催汤

丸处方项下谓“宽筋藤”。方中“木藤蓼”似与藏医传统用药习

惯不一致，因为藏药成方制剂处方中蓼科植物木藤蓼很少运

用。木藤蓼是指藏药“勒哲”(藏文：Sletres，译音：勒哲)，即

“宽筋藤”。《部颁藏药标准》规定宽筋藤为防己科植物心叶宽

筋藤Tinospora cordlfolia(Willd．)Miers或宽筋藤丁．

sinensis(Lour．)Merr．的干燥茎。藏药成方制剂十五味沉香

丸由“常松八味沉香散”(沉香、广枣、檀香、紫檀香、肉豆蔻、

天竺黄、红花、丛菔)[1乱与“七珍汤散”(四藏木香：藏木香、宽

筋藤、悬钩子茎、干姜；三果：诃子、毛诃子、余甘子)[1胡组合

而成[8““。故建议将“木藤蓼”改为“宽筋藤”。

14野姜、山柰、干姜

《药典》收载的十五味沉香丸处方项下谓“野姜”；六味安

消散处方项下谓“山柰”；十一味能消丸处方项下谓“干姜”。

干姜为藏药嘎甲(藏文：Sgaskya，译音：嘎甲)[3““”]。藏药成

方制剂十一味能消丸是在“六味能消丸”(藏木香、大黄、干

姜、寒水石、诃子、碱花)[13,16,17]基础上，又增加其他五味组合

而成。故建议将“野姜”改为“干姜”。六味安消散系蒙古族、藏

族验方，可藏药“嘎甲”蒙医却用“山柰"[“。

15结语

《药典》收载的17种藏药成方制剂均为藏医经典吉方。

但部分处方药味存在一些“同物异名”与“同名异物”或“一物

多名”与“一名多物”的不合理乃至错误的地方，如藏药“君

西”在处方药味中称作“南寒水石”、“北寒水石”，附录称作

“寒水石”。北寒水石(藏文：Dkarrtsi，译音：嘎孜)与南寒水石

在基源、性味、功效、临床应用均有所不同，鉴于这一事实，不

应将它们视为同一味药，更不应以北寒水石代替南寒水石使

用。又如藏药“榜那”在处方药味中称作“草乌”、“黑草乌”、

“铁棒锤叶”，《药典》附录称作“黑草乌叶”，《部颁藏药标准》

正文称作“铁棒锤”；“巴夏嘎”在处方药味中称作“巴夏嘎”、

“鸭嘴花”等。为了满足藏药发展的需要，保证用药的安全有

效，对这一类藏药使用混乱，名称不一致，处方药味译名不

一，误用漏列，品种不明确的现象，应及时组织人员对现行

《药典》及《部颁藏药标准》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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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开展中药临床药效评价的思路

卢美娇

(浙江缙云县人民医院，浙江缙云321400)

中药临床药学是一门以病人为对象，研究合理、有效与

安全用药的科学，是介于中医各科治疗学和广义的药物学之

间的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其研究重点是中药临床合理用药问

题。中成药临床疗效评价，是指导合理用药的基础和前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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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决策性的作用。针对目前基层医院技术设备的不完善，

中药药剂人员知识的参差不齐，在此对中成药临床药效评价

的思路、内容方法进行讨论。

1 目前基层医院开展中药药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