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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自  年 以来
,

对烧伤 号处方进行改

进
,

经过 例患者的临床应用
,

疗效显著
,

总有

效率达到 以上
。

处方

原处方为黄连
、

黄琴
、

黄柏
、

儿茶
、

酒精
。

改进后

的烧伤 号处方在原处方的基础上加人了冰片和蟾

酥
。

本品原为搽剂
,

现改用 乙醇提取方中有效部位

后加人冰片
、

蟾酥和软膏基质
,

制成软膏剂型
,

增强

了药物的利用率
,

也减轻了乙醇对患者的刺激疼痛
。

制剂工艺流程

采用浸渍法制备
。

将黄连
、

黄芬
、

黄柏
、

儿茶饮片粉

牵翻撇状
,

用日卫汤乙醇浸泡拼 后过滤
,

再将浸出液浓

缩后加人处方⋯量的冰片和提取浓缩后的蟾酥
,

充分混匀

后待用 根据《中国医院制剂规范》望辫年版西药制剂

第 版 中 乳膏基质 号 冷霜 作为基质与待用品充

分研匀混合制成 型软膏
。

方药的药理分析

黄连 性寒
、

味苦
,

主要的化学成分为小聚碱
一

,
。

小聚碱对革兰阴性和阳性细菌
、

原虫

及皮肤真菌均为较强 的抑制作用 对多种实验性动

物炎症模型均为显著的抗炎作用 并能提高白细胞

的吞噬能力
,

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
。

具有

清热燥湿
,

泻火解毒等功效
。

黄荃 性苦
、

塞
,

主要化学成分为黄答昔
。

对多

种革兰阴性和阳性细菌
、

皮肤真菌
、

钩端螺旋体等均

为抑制作用
。

具有清热燥湿
、

泻火解毒
、

止血等功

效
,

据《本草纲木》记载
,

黄茶能治
“

消热黄胆
、

肠辟

泄痢
,

下血闭
,

恶疮疾蚀火疡
。”

黄柏 性苦
、

寒
,

主要化学成分为小聚碱

一  
。

对多种革 兰 阴性和 阳性细菌
、

枯草杆

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均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对多

种致病性皮肤真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具有

抗溃疡作用
。

儿茶 主要功能为收湿
、

敛疮
、

止血
,

有助于烧伤

皮肤的愈合
,

本品与冰片等药合用
,

能起到收湿作用

并有生肌敛 口 的作用
。

蟾酥 主要化学成分为强心昔类化合物和叫噪

生物碱类化合物
,

提取物有表面麻醉作用
,

局麻作用

比可卡因强而持久故能止痛并有抗炎菌作用
。

冰片 有消肿止痛的功效
,

对于缓解药物引起的刺

激胜疼痛有作用
,

能提高病人对疼痛刺激的耐受性
。

讨论

烧伤 号是一个传统的治疗烧伤的方剂
,

应用

黄连
、

黄荃
、

黄柏的消炎燥湿
,

泻火解毒
、

抗菌消炎作

用和儿茶的收湿止血
、

生肌敛 口作用
,

可治疗各种类

型的烧伤
,

尤其对 度以下烧伤
,

皮肤表面起泡的烧

伤和烫伤的疗效显著
。

经过 例烧伤患者临床

观察
,

有效率为
,

治愈率达到
,

我院中

药房从 年开始制作使用
,

通过不断的探讨和研

究
,

我们发现该方不仅对治疗烧伤
、

烫伤有效
,

而且

对治疗褥疮
、

口腔溃疡也有很好的效果
。

但因原搽

剂药液里含有 乙醇
,

对损伤皮肤有很强的刺激性
,

引

起患者难以忍受的疼痛
,

为此
,

我们对原烧伤 号加

以改进
,

增加冰片
,

蟾酥 味中药
,

制成软膏制
。

这

样不仅提高了疗效
,

而且减轻了药物的刺激性
,

缓解

了疼痛
。

经过十几年的临床应用
,

疗效显著
,

受到医

生和患者的普遍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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