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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疗效与 中医辫证分型关系表

中医辨证分型
例数 完全缓解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尹值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寮血阻滞  

脾肾气虚 让

肝郁脾虚  

湿热兼癖血  

血热妄行  乃
一

合计 夕芜 以  ! 

上述结果经统计学 产法统计处理
,

表明 尸
,

对湿 热兼痪血和血热妄行型的

肾康 冲剂对表现为疲血阻滞
、

脾 肾气虚及肝 疗效与 组无明显差异 尸
。

郁脾虚型 的肾小球疾 病有 非常理想 的疗 效 疗效与年龄的关系
,

如表 所示
。

表 疗效与年龄关系表

年龄组 例数 完全缓解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尹值

 ! 肠

刃  !

 

   ! 抖 心即   猫 叹 !  

一 !

合计

上述结果经统计学 广法检验
,

表明肾康

冲剂对 以下患者的疗效 明显
,

与 组 比

尸
,

而对 以上患者的疗效与 组无

明显差异 尸
。

四
、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 后
,

组未见任何不 良反

应及毒副作用 而 组大部分病人有不 同程

度的腰
、

腹疼痛
,

部分肾病综合征 工型病人减

强的松至 巧 时出现反跳
。

五
、

小结

近年研究证实
,

肾小球疾病患者呈血液

高凝状态
,

其纤维蛋 白原水平及凝血因子增

多
,

血小板功能亢进
,

血球 比积增多及抗凝血

酶 水平下降而导致肾小球毛细血管内微血

栓形成
,

出现尿异常及水肿等症状发生
。

从

其临床表现看
,

应属于 中医学 的
“

水肿
” 、 “

腰

痛
” 、 “

尿浊
”

及
“

关隔
”

等病证范畴
。

其病机为

肺
、

脾
、

肾三脏的气化功能失调
,

水精 的通调

散布及湿浊 的运化排泄失常
,

水湿之邪停滞

泛滥
,

障碍气血的运行
,

最终形成以肺
、

脾
、

肾

功能不足
、

水湿癣血阻滞为特点
,

以水肿
、

少

尿
、

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病证
。

肾康冲剂是在

中医理论指导下
,

结合现代医学知识
,

经多年

临床实践总结而形成
。

其着眼点在于健脾益

肾以化水湿
,

活血化痪以通阻滞
,

通过对这一

关键环节的调整
、

改善而达到治疗作用
。

此次临床观察表明
,

肾康冲剂对 肾小球

疾病是一个有效的中药制剂
,

值得深人研究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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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卫生部
,

卯
, ,

颁布

复方川贝合剂的研制及疗效观察

吴晓放 刘衍秋 黄衍民 刘国平 刘 玉 徐文年

解放军第 医院 济南

摘要 本文报道了复方川 贝合剂的处方组成
、

制备工艺
、

质量标准
、

药理试验以及在临床上的应用
。

经



药学实践杂志 年第 卷第 期

例疗效观察
,

其中复方川贝合剂治疗组为 例
,

小儿止咳搪浆对照组为 例
。

经对小儿咳嗽的治疗对比

研究
,

结果表明 复方川贝合剂的疗效明显优于小儿止咳糖浆 尸
。

关键词 复方川贝合剂 疗效观察 干咳

由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小儿咳嗽
,

临床上

常用抗生素加止咳剂治疗
,

有的止咳剂 副作

用很大
,

有的止 咳效果差
。

尤其是儿童感冒

后引起的慢性刺激性干咳
,

病程长
,

目前尚无

有效的治疗药物
,

为此
,

我们研制了复方川贝

合剂
,

并 进行 了 临床观 察
,

疗 效 显 著
。

从

年 月用于 临床以来
,

到 目前 为止
,

已

治疗病人 闷仪刀 多人次
,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

现报告如下
。

一
、

处方

炙桑皮
、

百部
、

连翘
、

川 贝

印
、

炒杏仁
、

桔 梗
、

炒草劳子
、

炒

莱放子 卯
、

清半夏
、

黄岑
、

积壳
、

蝉衣 如
、

单糖浆  
、

苯 甲酸钠
、

水

适量
,

共制 耐
。

二
、

制备方法

取上述 味中药加水浸泡 后煎煮

次
,

每次
,

两次煎煮液合并
,

并浓缩至约

 
,

放冷至室温
,

加 乙醇调至含醇量 印

左右
,

搅拌
,

静置 后
,

滤过
,

回收 乙醇
,

放

置 后
,

离心滤过
,

将滤液加热煮沸后加苯

甲酸钠溶解
,

并将药液浓缩至 司
,

作为贮

备液备用
。

临用时
,

取贮备液 以玩
,

加单糖

浆 田耐
,

加水适量
,

加热煮沸
,

放冷后加蒸

馏水至 仪幻
,

分装
,

即得
。

三
、

质 控制方法

一 性状

本品为棕色的液体
,

味甜
,

微苦
。

二 州值

本品州 值为
一

三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 中国药典 年版 附录

页 应为 一 。

四 澄明度

取本 品 司
,

加蒸馏水至  
,

置

日光灯下观察
,

不得有明显异物
。

五 鉴别

总生物碱 取本 品 而
,

调 州值至
一 ,

蒸去水份
,

残渣加 盐赚溶液
一
而

,

溶解
,

滤过
,

滤液作如下检查

取滤液 而
,

加碘化秘钾
一
滴

,

有

红色沉淀生成
。

取滤液 ld
,

加碘 一 碘化钾 1
一
2 滴

,

有棕色沉淀生成
。

2

.

皂贰

(l) 取本品 5以 置试管中
,

加水 5时
,

强力

振摇
,

有持久泡沫产生
。

( 2) 取本品 5而 置蒸发皿 中
,

于水浴上加

热蒸干
,

残渣加人少量冰醋酸使溶解
,

再加人

醋配
一 浓硫酸(19

:
l) 试液

,

溶液呈红紫色并

逐渐变成绿色
。

( 六 )药品卫生检验

应符合药品卫生标准中药项下的有关规

定
。

四
、

药理实验

(一 )材料

1
.
动物 昆种小 白 鼠 18

一
22

9
,

雌雄兼

用
,

购于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

2

.

药物 复方川贝合剂
,

本院制剂室提

供
,

小儿止咳糖浆(市售)
,

莱阳制药厂生产
。

(二)方法与结果

1
.
急性毒性实验 取 18 一 2 2 9 健康小鼠

雌雄各半
,

禁食 12h 后 空 腹称重
,

随 机按

的
,

6

、

5 7 一
、

1 0 5

.

5 5

、

l仍
.
1
、

1
70

.

1 3
I n 】/ kg 分成 5

组
,

每组 ro 只
,

单次灌胃给药 0
.
21111/ 109 体

重
。

观察记录中毒症状及死亡情况
。

用改进

寇氏法[
‘〕测定 I刀团

。

给药后连续 7d 观察小

鼠的行为状态
。

每隔 ld 称重 1次
,

记录体重

变化
。

动物死亡情况见表 l
。



组别 鼠数(
n
)

Th
e Jou m al of 孙田旧讯C eu tieal R 习 e tie e V ol

.

1 6 1 99 8 N
o
.

4

表 l 复方川贝合剂 山, 测定

剂量(d)(m l八g) l朗(
x
) 死t 数(

n
) 死亡率(p ) 严

801以258100C
U00nU刁.1,‘曰勺9..

…
0CU�U�11�n�69.6 1.斜25 0

87
.
1 1

.
91加 l

108
.
88 2

.
03 69 2

136
.
1 2

.
1339 5

170
.
13 2

.
23 08 9

nUC甘�U�U�U口.卫勺二J.且劝.且d.盖,二,�飞�4
�j

给药后 dl
,

各给药组动物活动减少
,

嗜 后腹腔注射5% 酚红溶液 12
.
snil/ 吨

,

o

.

sh 后

睡
,

毛疏松且 o
.
sh 后出现死亡

,

结果测得复 将小 鼠处死
,

剥离气管
,

每鼠剪相同长度气管

方川 贝合剂 的 山, 为 130
.
17 士 巧

.
17 11亩kg

,

段放人 Inil 生理盐水中
,

加。
.
1而 lm oF LNa0 H

95 % 的 可信限为 11 5
.
35 一

1 46

.

88 司/ kg
。

小 溶液 放 置 2h
,

于 75 20 型 分光 光度计在波长

白鼠最大耐受 量为 1
.
39 一 1

.

74
1 1
刃209

,

安全 546 nln 处测定 吸收度
。

结果见表3
。

系数约为 69
.
5 一 87

。

4

.

抑菌作用

2
.
止咳作用 采用氨气吸人法[z]

,

取小 (l )细菌混悬液 的准备
:
¹ 一般细菌

:取

鼠按体重随机分为 4 组
,

每组 ro 只
,

均 口 服 已鉴定之菌种少许
,

接种于肉汤管内
,

35 ℃孵

给药
。

灌胃 lh 后
,

将小鼠放人氨气罩 内 40
5 ,

育 6
一
8h 后

,

使其浓度相 当于 1
.
5 亿/而 细菌

然后取出观察
,

记录 l而n 内咳嗽次数
。

结果 量
,

备用
。

º 链球菌
:
取 已分离之菌落数个

,

见表 2
,

实验结果表明
,

复方川贝合剂按 临床 接种于 0
.
5 % 羊血 肉汤管内

,

35 ℃孵育 18
-

治疗量有明显的镇咳作用
。

经 t检验[s] 与空 24h 备用
。

白对照组 比较有显著差异 (P < 0. 0 1)
。

(
2

) 接种方法 本实验采用试管法
,

每种

表 2 复方川贝合剂的止咳作用 (
x 土 s

) 细菌各取 6 支试管标明编 号
,

除第 1 号试管

组别 剂量(‘吨) 鼠数(只) 咳嗽次数 外
,

其余试管各加人 肉汤培养基 1
.
5而

,

并 于

诬范万丽一一一一百一一一而州
一

子互至不了一 第 l号
、

第 2 号试管中各加人 。
.
5而 复方川

小儿止咳糖浆 10 10 4. 2 士 3
.
8

,

贝合剂
,

然后从第 2 号试管吸取 l以 混合液

复方川 贝合剂 10 ro 3. 8 士 4. 0
,

加人第 3 号试管中
,

再从第 3 号试管吸取 Inil

复友坦贝宣剑 Zj _ 10 6. 8土 5. 0 混合液加人第 4 号试管中
,

第 5 号试管 中吸

,
与空白组对比 尸 < 0 .0 1 取 1耐 混合液弃去

,

第 6 号试管作阴性对照
。

3

.

祛痰作用 采用酚红法
,

取小 鼠20
一

最后于各试管中种人 0. 05 血 菌悬液
,

混匀
,

22
9

,

雌雄兼有
,

共分4组
。

分别灌胃给药。
.
5h 35 ℃孵育 18

一
24 h

,

结果见表 4o

表3 复方川贝合剂的祛疾作用(
x 士 ,

)

nUCUC�n�J.二..且门.门二且为加加

组 别

空白对照

小儿止咳糖浆

复方川贝合剂

复方川贝合剂

剂量(
n让/吨) 鼠数(只) 酚红吸光度

0
.
378 士 0

.
0 1 4

0
.
5 3 8 土 0

.
1 7 2

关

0

.

5 5 6
士 0

.
1 3 5

升 关

0

.

4 84
士 0

.
1 4 1

,
与空 白对照 比较 荟

P < 0. 必 普 苦

5

P
<
0 0 1

表 4 复方川 贝合剂抑菌试验结果

菌 种
抑菌作用

原液 l/16 1乃2 对照

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克雷伯氏菌

注
: 一 :

无菌生长
,

敏感;土
:
生长少量细菌(约 100 一 5 (X X) / d )

,

低敏;+
:
生长多量细菌(> 引I 刃/nil )不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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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临床疗效观察

(一)用 法与用量

口服
,

3a 以下每次 5
一

10 ml

,

3
一
7a 每次

ro 一
20 ml

,

7a 以上每次 20
一
25 耐

,

3
一
4 次/do

或按体重计算
,

I
n

il / k go

( 二 )疗效标准闭

治愈
:解除病 因

,

服药后 咳嗽消失
,

停药

观察不再复发者
。

好转
:
基本解除病因

,

服药

后咳嗽明显减轻
。

无效 :服药后咳嗽未减轻

或加重
。

( 三)病例选择及治疗效果

全部病例均 为 同期 儿科 门诊 患 九
,

共

17 9 例
,

其中男 l以 例
,

女 75 例
。

年龄 6mo
-

lla
。

按随机分配原 则分为复 方川 贝合剂治

疗组及小儿止咳糖浆对照组
。

治疗组 93 例
,

男 48 例
,

女 45 例
,

年龄 1 一 1 1a

。

上感 81 例
,

支气管炎 ro 例
,

间质性肺 炎 2 例
,

病程 1 -

61 d
。

用复方川 贝合剂治疗
,

用法与上述
。

对

照组 86 例
,

男 56 例
,

女 30 例
。

年 龄 6。
-

ro a
。

上感 75 例
,

支气管炎 8 例
,

轻症肺炎 3

例
,

病程 2 一
55 d

。

按说明服 用 小儿 止 咳糖

浆
,

其它治疗措施两组相同
,

由家长填写疗效

观察表
。

并对患 儿进 行复诊
,

必要时进行 X

线检查
。

结果
:
治疗组痊愈 72 例(77

.
42 % )

,

好转 12 例(12
.
卯 % )

,

无效 9 例(9
.
68 % )总有

效 率 为 90
.
32 %

。

对 照 组 痊 愈 39 例

(45
.
35 % )

,

好转 20 例(23
.
26 % )

,

无效 27 例

(31
.
39 % )

,

有 效 率为 68
.
61 %

。

经 卡 方检

验[s]
,

扩
二
13

.

2
,

尸 < 0
.
01

,

治疗组与对照组相

比有效率呈显著性差异
。

治疗组平均疗程为

4 天
。

六
、

讨论

1
.
治疗中发现

,

本合剂对干咳较湿性咳

嗽疗效好
,

对慢性刺激性咳嗽疗效尤其显著
。

有的患儿咳嗽达 l 一 Z
mo 之久

,

经多种药物治

疗无效
,

改用本合剂后 70 % 3
一
5d 内止咳

,

且

无不良反应
。

2

.

外感咳嗽是儿科临床常见 的疾病
。

根据 中医的理论
:
小儿肺脏娇弱

,

卫外不固
,

极易感受外邪
。

风寒或风热之邪从 口鼻
、

皮

毛侵人
,

首先犯肺
。

病邪于肺经
,

阻塞肺络
,

阻碍了肺气的正常运行
,

肺气上逆则为咳嗽
。

另外
,

小儿感冒后 80 % 左右有消化不 良和腹

胀的症状
。

肺在 上
,

肠居下
,

肺气畅达
,

腑气

畅调
,

清升浊降
,

气机正常
。

腑气不通
,

浊气

上升于肺
,

又能引起肺气闭塞上逆
。

通调腑

气是降肺 气
,

是 治疗 咳嗽的一个重要方 法
。

因此
,

我们采 用了清热解毒
,

宣肺通气
,

化痰

止咳
,

除积消胀的治疗原则
。

处方中黄芬
、

连

翘
、

清热触毒以除邪
,

川贝
、

杏仁
、

桔梗
、

百部
、

草劳子
、

蝉壳
、

桑皮
、

半夏
,

润肺宣肺
,

化痰止

咳
。

莱旅子
,

积壳破气消积
。

3

.

药理实验表 明
:
复方川贝合剂的 LD ,

为 130
.
17 士 巧

.
77
nd/ kg

,

安全 系数 约 69
.
5 -

87
。

而一般治疗性药物安全系数为 50
一 1

00

。

因此
,

本合剂的毒性 比较小
,

用药是安全的
。

临床应用近五年来
,

也未发现一例有 明显的

副反应
。

小 鼠按 ro
n
刃kg(相当于临床人用等

效剂量 )给药
,

具有明显的止咳作用
。

临床应

用也 表 明
:
本 品 止 咳作用 明 显

。

小 鼠 按

20
n1F kg (稍高于临床人用等效剂量)给药

,

也

具有显著的祛痰作用
。

但临床应用表明
,

本

品的祛痰作用较差
。

另外
,

复方川 贝合剂虽

然体外抑菌试验表 明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

但体内药物很难 达到其抑菌浓度
。

因此
,

本

品消炎作用难以肯定
。

4

.

复方川贝合剂 在治疗小儿感 冒后 引

起的单纯性咳嗽
。

尤其是干咳
,

单用疗效就

很确切
。

但患儿有严重感染时
,

如肺炎
、

支气

管炎等
,

需要加抗生素或输液治疗方能奏效
。

5

.

由于制剂在 制备时采用了水提醇沉
,

离心以及制备贮备液的工艺
,

因此
,

制成的复

方川贝合剂不仅保持了汤剂疗效好
,

易吸收

的特色
,

而且克服 了汤剂服用量大
,

不易保存

的缺点
。

留样观察表明
,

复方川贝合剂室 内

保存一年不变质
,

澄明度 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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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对扁平挽的疗效

郭随章 薛志军
’

( 江苏省南通市肿瘤医院 南通 22 63 61)

摘要 本文作者综述中药制剂
,

如中药的配剂
、

煎液
、

洗液
、

合剂
、

冲剂
、

片剂以及注射剂等对扁平虎治疗

而取得的疗效
。

关键词 扁平扰治疗;中药配剂 ;中药煎液;红花饮 ;复方大青叶合剂 ;柴胡注射液

扁平统临床表现为好发于手背和颜面的

帽针头至扁豆大小扁平丘疹
,

多数散在
,

呈正

常皮色或微带棕色
,

中医称之为
“

扁痕
” 。

中

药制剂治疗扁平沈
,

取得较佳疗效
,

现综述如

下
。

一
、

中药配剂

刘文礼等[
‘〕用山豆根

、

香附
、

百部
、

木贼

各 30 9
,

研碎后加人 75 % 酒精 1以刃
tlll 中

,

浸泡

lwk 后过滤
,

取其上清液加人 10 % 月桂氮哇

酮
,

分装(101 记/瓶 )用时用棉签沽药涂擦于疵

体表面
,

早晚各 1次
,

涂擦至皮损部微红或灼

痛感为度
,

结果 在治疗 86 例扁平疵患者 中
,

痊愈 17 例(19
.
76 % )

,

显效 35 例(40
.
70 % )

,

好转 22 例(25
.
58% )

,

无效 12 例(13
.
95% )

,

总有效率为 86
.
05 %

,

比对 照组阿昔洛韦霜

63
.
4% 的总有效率高

。

二
、

中药煎液

钱龙宝等图用木贼草
、

制香附各 5飞
,

加

水 1《X义)d
,

煎 至 5印ITil
,

冷却至 温 热 (30
-

40 ℃ )后
,

用此 药擦洗皮 损部 位 巧而n
,

Bi d

,

ro d 为 1疗程
。

结果 76 例扁平优患者经治愈

的有 63 例(82
.
89 % )

,

显效 9 例(11
.
84 % )

,

好

.江苏省南通市医药采购供应站 南通 22团肠

转 4 例(5
.
26% )

,

总有效率为 100 %
。

三
、

洁尔阴洗液

石年等「’〕用四川成都恩威制药有限公司

产的洁尔阴洗液【(93) 卫药准字 z
一
32 号 ;其

主要成分是蛇床子
、

艾叶
、

独活
、

石营浦
、

苍术

等〕涂擦疵体表面
,

Bi d

,

约 3
一
5d 后有痴形

成
,

反复涂擦
,

Z
wk 为 1疗程

,

结果经治的 182

例扁平疵患者中痊愈 12 例(6
.
59 % )

,

显效 71

例(39
.
01% )

,

好转 76 例 (41
.
75% )

,

无效 23

例(12
.
63 % )

,

总有效率 87
.
37 %

。

四
、

复方大青叶合剂

夏文华等闭给 143 例扁平庆患者 口服复

方大青叶合剂
,

ro

n

方次
,

ti d

,

并将药液外擦患

者
,

B i d

,

结果治 愈 l肠 例 (74
.
12% )

,

显效 11

例(7
.
69% )

,

有效 16 例(11
.
19% )

,

无效 10 例

(6
.
99 % )

,

总有效率为 93
.
01 %

,

比 口 服乌洛

托品的对照组总有效率 76% 高
。

五
、

红花饮

李维[s] 用开水泡红花(12岁d) 代茶饮(至

无色弃去 )
,

治疗扁平疵
,

1 5 d 为 l 疗程
,

一般

口服 l 一
2 个 疗程

,

结果 356 例 中痊 愈 25 9

例
,

无效 97 例
,

治愈率为 72
.
75 %

,

在服药过

程中感觉局部发红
,

发热
、

微痒
,

其它均正常
。

六
、

云芝肝泰冲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