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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进一步调整
。

#
∃

% 抗生素滥用现象目前极为普遍
。

独生子女和

经济水平提高固然起 了一定作用
,

有些家长甚 至主

动要求用
“

新
” 、 “

贵
” 、 “

进 口
”

药
,

另一方面一些单

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

误导医生不合理选择抗生素
,

致使抗生素愈用愈滥
,

给国家
、

单位和个人都造成了

不必要损失
。

为了下一代能健康成长
,

我们医
、

药人

员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抗生素合理使用的规定
。

提

倡因病施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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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常见中药治疗乙肝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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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了近几年来几种常见 中药及其提取物治 疗 乙型肝炎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 用
,

为今后开发研

制出高效
、

经济的天然抗 乙肝药物提供参考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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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乙型肝炎 )简称
“

乙肝
”

∗是一种呈全球

分布
,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传染病
。

我国人 口

中
,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感染过乙肝病毒
。

约 1

感染者成为慢性携带者或乙型肝炎病人
,

其中部分

患者出现重症肝炎
、

肝硬变或肝癌
。

由于 乙肝的发

病机理至今尚未彻底明了
。

多数学者认为其与机体

免疫功能低下
,

感染乙肝后出现免疫调节功能紊乱
,

导致肝脏损害有关赶’,
。

因此在 乙肝的临床治疗上
,

针对病因
,

经常采取综合措施
—

抗病毒
、

免疫调

节
、

抗肝纤维化和恢复肝功四者并举
。

西药照此拟

订的治疗方案多价格昂贵
、

副作用大
、

疗效不能令人

满意
,

在我国推广使用难合国情
。

而中药是我 国治

疗乙肝的特色所在
。

经过长期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

究
,

中药在以上四方面均取得 了一定成效
。

现将几

种常见中药治疗乙肝的进展介绍如下
&

∀ 苦参

∀
∃

∀ 化学成分 苦参是豆科植物苦参)及少23 45 刀
5 6

卿
7 78 9

0 :; ∗或苦豆子 )<甲23 45 5 =叩77 > 43 :? 7 9 ≅
∃

∗的

根
。

其主要成分为生物碱类和黄酮类
。

从中提取的

有效成分苦参总碱
,

其含量中 +− 1 以上为氧化苦参

碱
。

对治疗 乙肝有效果 的生物碱主要是苦参碱

)Α5 ;4: 8 7 ∗
、

氧化苦参碱 )Β Χ ΔΕ 5 ;4:8 7 ∗
、

槐果碱)< 3 Φ 2
6

3 7 5 印:8 7
∗

、

槐胺碱)< 3 Φ 23 45 Ε :8 7 ∗及槐定碱)< 3 Φ 23 4:
6

? :8 7
∗等

。

作者简介
& 于洪亮)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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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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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药理作用 苦参性寒
,

归心
、

肝
、

胃
、

大肠
、

膀胧

经
。

具有抗肿瘤
、

抗心率失常及心肌缺血等多种作

用
。

据司氏
赴

「

报道
,

多种苦参碱均有抗肿瘤作用
,

对于小 鼠艾氏腹水癌
,

苦参总生物碱
、

苦参碱
、

脱氧

苦参碱
、

氧化苦参碱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以氧化

苦参碱的作用最强
。

以上各种生物碱及不同比例组

成的混合碱对小 鼠内瘤 %
∀−。及小鼠实体性宫颈癌

Η
, !

也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体外实验表明
,

苦参

水煎液能明显诱导人早幼粒白血病细胞 Ι ≅ 一
 向

具有正常功能的单核巨噬细胞方向分化
。

苦参煎液

对 ϑ % 细胞也可诱导其沿多方向分化
。

张氏
「’

用流

式细胞仪的研究表明
,

苦参碱对人肝癌 <ΑΑΚ 6

, , ∀ 细胞株可使其 Λ= Μ Κ 期和 Λ Μ Α 期细胞 Ν Ο0

含量轻度减少
,

人参皂昔 /
。 Π ,

则轻度增加
,

二物合

用时 Ν Ο0 明显减少
。

另有研究表 明阵〕苦参煎剂于

体外对 Ι 肝癌腹水型癌细胞生长具有显著抑制作

用
,

血清药理研究表明
,

苦参含药血清对 Ι 细胞生

长也有显著抑制作用
,

具有细胞毒活性
。

蒋氏〔’〕又

指出其药理作用还有抑制胶原纤维增生而具有抗大

鼠免疫性肝损伤作用和抗纤维化作用
、

能够保护肝

细胞
,

尤其是保护膜性结构
,

提高大鼠血清 <ΒΝ 活

性
,

降低 0≅Γ
、

≅Ο
、

Ι 0 水平
、

抑制网状内皮系统的吞

噬功能
、

血清溶血素的生成而具有免疫调控作用等
。

∀
∃

# 临床应用 由于苦参素对抗乙肝病毒有着较

好的疗效
,

因而在临床上倍受人们青睐
。

王氏
醉“士用

氧化苦参碱)
5
组 ∗与 5 一

干扰素)Θ 组 ∗治疗慢性乙

肝做疗效对比
。

其中 Ι Ρ 70 Σ 及 Ι Ρ Τ 一 Ν Ο0 的转阴



一, > 8 = 5=
。一
Υ ς2 5 , Ω==5 。吧> ;:

)” ∀ 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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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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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Ο‘∗

率
, 5 组分别为 !%

∃

# 1
、

!  
∃

1 . =∗ 组分别为 ! 
∃

1

和 ! ,
∃

# 1
。

统 计结果显示
& 无论是在病人症状改善

情况
、

肝功恢复情况
、

抗病毒方
一

面
,

还是在 Ι Ρ 7 0 Σ 及

Ι ΡΞ 一 Ν Ο0 转阴率的结果来看
,

两组均无显著差异

)尸 Ψ
∃

% ∗
。

表明苦参素为目前治疗乙肝较为理想

的替代药物
∗

另外
,

氧化 苦参碱组 轻
、

中度病 人

Ι Ρ 7 0 Σ 及 Ι Ρ丫 一 Ν Ο 0 的转阴率分别为  
∃

#1 和

 
∃

+ 1
,

而重度病人分别为 ∀∀
∃

% 1 和 ∀
∃

# 1 研究

还显示氧化苦参碱对轻
、

中度病人的疗效远远优于

重度病人 提示
,

治疗 乙 肝应 尽早对症 治疗 李

氏
,

用苦参素 ! Ε Σ 剂量 ) Ω组 ∗
、

苦参素  ∀∀∀ + 剂

量 ) Υ= 组 ∗与对照组干扰素 。 一 =∗) 安达芬 ∗ 万 Η

计 虽做对比
。 二砚组病例治疗期间除使用西利宾胺

、

维生素等一般药物外
,

均未用其他抗病毒及免疫调

节药物 统计结果显示
&
苦参素治疗的 Ω组

、

Υ= 组及

于扰素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
、

体征均有一定程度改

善
,

日
∃

三组间无统 计学差异 )尸 Ψ
∃

% ∗ 肝功能变

化治疗前后改善状况三组间亦无统计学差异 )尸 Ψ

∃

% ∗
∗

其苦参素 Ω
、

8 组 及对照组 Ι Ρ 70 Σ 的阴转

率分别为 犯
∃

! 1
、

# 
∃

,1
、

!∀
∃

#1 . Ι Ρ Τ 一 Ν Ο0 的阴

转率分别为 #, − 1
、

!
∃

1
、

!!
、

1 说明苦参素

近期具有较高的抗病毒作用 .  个月后随访时测得

Ι Ρ 7 0 Σ 的阴转率分别为 #!
∃

−1
、

#+
∃

1
、

!,
∃

1 .

Ι Ρ Τ 一 Ν Ο0 的阴转率为 # 
∃

1
、

!)∗
∃

1
、

!!
∃

! 1 以

及 Ω 年 后 随访 时 测 得 Ι Ρ 7 0 Σ 的 阴转率 分别为

# 
∃

∀1
、

#−
∃

%1
、

!
∃

! 1 . Ι ΡΞ 一 Ν Ο0 的阴转率分别

为 ,
∃

+ 1
、

+
∃

% 1
、

! ! 1 统计显示苦参素两组

间疗效
,

以 及和干扰素对照组 相比
,

均无统讨
一

学差

异 故认为苦参素 !Β Ε Σ 治疗剂量即具有 良好的

远期疗效
,

且安全
、

价廉

∀
∃

! 不 良反应 有报道
−

以苦参碱 !
一
 Ε Σ 静

注 ! 例病人中有 例出现 早搏
,

= 例出现 <Γ 一 Γ

段改变
,

停药后消失 苦参毒性中毒的主要表现是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

苦参总碱
∃

% 一 ∀
∃

− 剔Ζ Σ

灌 胃
,

小鼠出现间歇性抖动和痉挛
,

进而出现呼吸抑

制
,

数分钟后心跳停止 呼吸麻痹是苦参中毒的主

要原因 苦参亚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显示
,

苦参注射

液
,

苦参碱混合物静脉注射和腹腔注射
,

均米显示明

撇副作用
,

小鼠体重
、

血象和脏器基本正常
[

次素)2ΔΦ ∃〕Υ,
2Δ==5 8 ;2:8 ∗

、

珠子草素)
8 :4 5 8 ;2:8 ∗等

∃

药理作用 叶下珠具有平肝清热
、

利水解毒之

功效
。

现代药理 学研 究表明珠 子草水浸 出液对

Ι Ρ Τ 及 ∴ Ι Τ )土拨 鼠肝炎病毒 ∗的 Ν Ο0 多聚酶均

有抑制作用
,

并发现其 中能与血清中的 Ι Ρ< 0 Σ 和

] Ι 90 Σ )土拨鼠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相结合的成分

体外实验
− ⊥还表明其对鸭乙肝病毒逆转录酶有抑

制作用 .鸭体内实验证实
,

其有效成分对鸭乙肝病毒

作用
,

可降低血清中 Ν Ι Ρ Τ
、

Ν Ο0 和 Ν Ο0 多聚酶
,

给

药小鼠的 0 Η 4 活性较模型组显著下 降
。

叶下珠对

人肝癌细胞株 ς≅Κ Μ ς/ _Μ% 细胞株细胞外 Ι Ρ 9 0 Σ 含

量有明显抑制作用
,

它主要影响 ΙΡ9 0 Σ 在该细胞内

的合成
。

∃

# 临床应用 自 ∀+ − , 年叶下珠子被应用于乙

肝的治疗以来
,

众多医家纷纷把瞄头指向了珠子草
,

临床报道屡屡 出现 仲氏
∗ ”

对叶下珠进行化学 分

离提纯后得到正 十八烷
、

Φ 一 谷 街醇
、

靴花酸
、

胡萝

卜普
、

山蔡素
、

榭皮素
、

没食子酸
、

芸香营及两个新化

合物去氢诃子次酸甲酚和短叶苏木酚酸甲醋等 ∀∀

个化合物 针对各个有效部位
,

通 过分析
,

综合考

虑
,

分别进行对人单纯疤疹病毒 Ι <Τ 一 ∀ 和 Ι< Τ 一

的体外抗病毒作用 .对 Ι Ρ扒Σ 阳性血清直接抑制实

验 .对 ΚΚΩ
、

致大鼠急性肝损伤模型 的保肝实验 . 叶

下珠的急性毒性实验和叶下珠 口服液对慢性乙肝患

者的疗效观察
。

结果显示
,

叶下珠 + 个有效部位均

有抗病毒活性
,

与阳性药物病毒哩无差异 .在体外直

接抑制 ΙΡ9 0 Σ 的实验中 与对照组滴度差异有高度

显著性 )尸 ⎯
∃

∀ ∗ .其保肝作用强度 与阳性对照药

肝泰乐相当 .经最大耐受量实验表明动物未有不 良

反应
二〕

李氏
’‘,

一

总结得出苦味叶下珠 的疗效
’[它的

亚种
、

产地关系较大 .就剂型而 言
,

以 全草粉末疗效

最佳 .给药途径
,

迄今为止患者均为日服
,

而腹腔注

射优于皮下注射及静脉注射
。

∃

! 不 良反应 有报道
”

病人服用 叶下珠期间会

出现恶心
、

头晕
、

腰痛
,

0Ω ( 轻度升高
,

均为一过性表

现
,

继续治疗观察逐渐消失
,

不需停药
。

# 猪等

#
∃

∀ 化学成分 猪等是 多孔 菌科 真菌猪等 α =,)∗ =

叶下珠

、「, )∗,二 、 。月, , ,Θ 7 ==5 ;> 、)Ω∗7 49

含有猪冬多糖 )Σ ∀≅=β
5 8

价
∃

了的干燥菌核 其 亨屯要
、

麦角 幽醇 )
7 4 Σ‘∗ 9;、& 4‘,=∗

、

。 6

∃

∀ 化学成分 叶下珠为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叶

下珠 )尸χ, &
‘, , , ,人‘, 、 ‘, 4:, ‘5 4 :5 ≅

∃

∗
、

其 上要成分有珠 素

). ∗工∀、Ω=5
. ∀
山:, ,

∗
、

紫 石英什 )5 9 4, & , Σ 5 =:
8

∗
、

! 一 怨基芝麻

素)! 一 子, Δ〔∀
∀

,

、∗Χ Δ、7 、> Ε :8 ∗
、

对映
一 去甲一 叶秋碱 )7 8 ;

一 4=‘、49 7 〔
·

> 4 :, =:4=。 ∗ &[δ
‘

下珠新素) Φ2Δ=47 44 5
=:

8

∗
、

叶 下珠

经基
一 二十 四碳糖

、

生物素 )Θ: Ε :8 ∗
、

猪答酸 0
∃

)&∃

)Φ
)〕=Δ一, .、, 47 8 :7 5 7 :、∀ 0

∃

Κ
∃

∗
、

猪等酮 )Φ ),
ΩΔ4, , ∗,

·

> 9;7 4丫川7

∗

药理作用 猪菩具有利水渗湿
、

调 节免疫力
,

中瘤
、

抗辐射
、

抗诱变等功效
Π

王 氏
”

用猪等多

一 。

,月目月等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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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腹腔注射
,

可使腹腔巨噬细胞三磷酸腺昔酶
、

酸性

磷酸酶
、

5 一
醋酸蔡醋酶活性增强

。

体外实验表明
,

小鼠脾细胞对猪荃多糖出现规律性 的增殖反应
,

而

胸腺细胞则毫无反应
,

提示猪荃多糖可能是一种非

Γ 细胞性促有丝分裂素
。

猪菩多糖腹腔注射 ,? 后
,

对喃氟陡)_Γ
一

∗ 灌胃所致小鼠白细胞数下降
,

胸

腺
、

脾脏萎缩
、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降低
、

血清

溶血素形成的下降均有明显拮抗作用
。

缺乏 Γ 细

胞的裸鼠的脾细胞对猪菩多糖出现规律性的增殖反

应
。

表明猪等多糖具有 Ρ 细胞促有丝分裂素的作

用
。

猪荃多糖能明显提高 =33 Ε 彭Ζ Σ 的 畔
一

, 对

小鼠 9
, &。 、

≅7 ] :9 及肝癌 )Ι ∗三种瘤谱抑制率且

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

猪菩多糖体外实验
一

”〕还表明

可增强正常人外围血单个核细胞 )Ν Ρ ΑΚ ∗中免疫细

胞的杀伤活性
,

可增强它们所诱导的 ςΡ ΑΚ 细胞膜

上的白细胞介素
一
受体 )Ω≅ 一 ε / ∗的表达

,

并促进

其分出 =≅ 一 。

张氏
、

’# 〕研究又得出 ≅0 ϑ 细胞抗肿

瘤的疗效 ≅0ϑ 细胞数量和 =≅ 一 的剂量成正 比
。

实验表明
,

不同浓度的猪荃多糖可单独诱导 ≅0 ϑ 细

胞
,

对 Ω≅ 一
诱导的 ≅0 ϑ 细胞活性有调节作用

。

#
∃

# 临床应 用 陈氏
’!

一

用猪荃多糖针剂与干扰

素 Ω_ Ο5 一 εΘ 作对照治疗 乙肝患者
。

结果治疗组
、

对照组 0≅Γ 复常率分别为 % ∀, 1
、

!−
∃

1
,

总有

效率分别为 ,−
∃

% 1
、

−−
∃

1
。

经统计学处理无显

著性差异 )尸 Ψ
∃

% ∗
。

血清胆红素和白蛋白比较治

疗前后 无显著变化
。

Ι Ρ Τ 一 Ν Ο0 阴转率分别为

!
∃

1
、

! !
∃

1 . 抗
一 Ι Ρ7 阳转率为 !!

∃

1 与

! −
∃

。1
〕

两组间各项数值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

性差异 )ς Ψ
∃

% ∗
。

陈氏
、

” 用猪菩多糖胶囊治疗

乙肝病人
,

同未用猪荃多糖胶囊前作对 比
。

结果

Ι Θ9 0 Σ
、

的 Ι Ρ 7 0 Σ 及 Ι Ρ Τ 一 Ν Ο 0 阴转率分别为

一
∃

,1
、

 !
∃

, 1 和  #
∃

1
,

0 8 ;: 一 Ι Ρ Τ 阳转 率为

%
∃

+1
,

且无一例有副作用
&

#
∃

! 不 良反应 文献
φ

’“
一

曾报道猪菩多糖在治疗

乙肝过程 中出现低热 )#, 一 #− ℃ ∗
、

肌肉痛
、

痉挛
、

淋

巴结肿大
。

副作用发生率 +
∃

!− 1
。

另外还有可出

现头晕
、

全身关节轻度疼痛
、

全身神经性水肿
、

消化

道反应等的报道
,

但都不影响疗效
,

停药后即消失
。

! 冬虫夏草

!
∃

∀ 化学成分 冬虫夏草是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

草≅7
3 记Δ7 7 Φ 9 9 :8 7 8 9 :9 )Ρ 7 4

Ζ
∃

∗ <5 7 7
〕寄生在蝙蝠蛾

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物
。

主含粗

蛋白
、

脂肪
、

粗纤维
、

碳水化合物
、

灰分
、

∀− 种氨基

酸
、

虫草酸 )7 3 43 =Δ7 7 Φ :7 5 7 :? ∗
、

冬虫夏草素 )7 3 4? Δ 7 7 6

Φ :8 ∗
、

虫草多糖
、

核昔类
、

肤类
、

二十烷类等
。

!
∃

药理作 用 冬虫夏草具有益精壮阳
、

扶正固

本
、

补肺平喘
、

强身延年
、

抗肾损伤作用
。

现代药理

实验表明冬虫夏草在非特异性免疫及特异性免疫中

均具有较强作用
。

!
∃ ∃

∀ 调节 非特异性免疫 陈氏
≅’, ∀研究虫草浸

液
,

发现其可明显增加小 鼠脾重并拮抗强的松龙与

环磷酚胺引起的脾重减轻
。

其机理是通过促进脾脏

Ν Α0 生物合成
,

增加核酸与蛋白质含量
。

使用虫草

粉提取物 )Κ<γ ∗研究其对巨噬细胞功能和淋 巴细胞

的影响
。

发现其可明显加快小 鼠血中胶体炭粒的廓

清速度
,

增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指数和百分

率
。

增加小鼠肝
、

脾 巨噬细胞的吞噬指数 ϑ 和吞噬

系数值
。

说明虫草具有提高单核
一 巨噬细胞系统的

吞噬作用

!
∃ ∃

调节特异性免疫
5
体液免疫 ∗吕 &

小鼠脾细

胞经抗 Γ 2Δ 一 ∀
十

血清和补本处理后以虫草刺激仍有

增殖反应
,

说明虫草可以直接诱发脾 Γ2Δ 一 =
一

细胞
,

即 Ρ 淋巴细胞的增殖反应
,

增加小鼠血清 ΩΣ Λ 含量
。

给小鼠服用虫草菌制剂
,

检测 以鸡红细胞免疫后血

清溶血素的含量
。

结果虫草菌能明显提高血清溶血

素)ΩΣ Α ∗水平
。

在以虫草菌丝对 Ω≅ 一
系统的影响

中发现
,

将其预处理细胞
,

可以大大抑制 Ω≅ 一 的产

生
,

这可能抑 制了细胞对 Κ 38 0 的反应能力或抑制

Ω≅ 一
的胞内合成

。

Θ 细胞免疫调节
&
虫草水提物口

服小鼠
,

测 <ς0 花环百分数
。

结果对正常小鼠无影

响
,

但对注射硫哇嘿吟后的胸腺 和脾细胞的 <ς0 花

环百分数降低的小鼠
,

可恢复至正常水平
,

与单用硫

哇嘿吟组相比差异明显
,

说明虫草对 Γ 细胞受抑制

的动物有保护或提升 Γ 细胞作用
。

人工培养的虫

草菌丝中多糖是具有免疫调节的有效成分
。

它使胸

腺中不成熟的 ΚΝ ! 、

Κ Ν ,

双阳性细胞发育成成熟的

单阳性细胞
,

使脾脏中的 ΚΝ 。 、

ΚΝ
! 、

Κ Ν <

非常显著的

提高及诱导 8 类分子的表达增加
。

体外实验
「’‘

还

表明 β ς有 ςΙ 0 样作用
,

能促进淋巴细胞分裂
,

使

Ω≅ 一 ε / )ΚΝ ε。

∗表达增加
,

而且脂质体包埋处理 Κς

后
,

免疫调节作用更佳
。

!
∃

# 临床应 用 甘 氏〔’+ 对 − 例慢性乙 型病毒性

肝炎在常规护肝
、

对症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人工虫草

治疗
,

治疗前后分别检测肝功能
、

Ι Ρ Τ 一 Α
、

细胞免

疫功能
。

观察治疗前后临床表现改善情况
,

并与常

规护肝
、

对症治疗的对照组比较
。

结果
,

接受  个月

治疗后
,

治疗组 Ι Ρ 70 Σ 阴转率 #+
∃

∀1
,

抗
一 Ι Ρ 7 阳

转率 #  
∃

 1
,

Ι Ρ Τ 一 Ν Ο0 阳性率由 ∀
∃

1 降至

%
,

! 1
,

ΚΝ # 、

ΚΝ
! 、

Ο ϑ 分别从治疗前 %
∃

#1
、

#
∃

− 1

和 %
∃

1 上升至   
∃

, 1
、

#+
∃

% 1 和 − , 1
,

肝功能基

本恢复正常
,

并与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
。

邱氏
「 ∀又



#!

得到脂质体包裹的冬虫夏草组血清 Ι Ρ7 0Σ 及 Ι Ρ Τ

一 Ν Ο0 的阴转率分 别为 %#
∃

#1 和  −
∃

! 1
,

显 著高

于非脂质体冬虫夏草组
,

分别为 !
∃

1 和 #
∃

1

)尸均 ⎯
∃

% ∗

!
∃

! 不 良反 应 虫草腹 腔 注射的 急性 ≅Ν
% Υ,

为

,
∃

∀− + Μ Ζ Σ
,

小鼠中毒症状是先抑制后兴奋
,

随后因

痉挛和呼吸抑制而死亡 病理学检查还发现虫草有

增高翠丸指数和生殖作用
。

未见有其他不 良反应的

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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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世界各个国家都投人 了大量的人力
、

物力

和财力来进行筛选抗 Ι ϑ Κ 的药物
。

中医药作为我

国的特色所在
,

对中药治疗 乙肝的研究工作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

试验室中抗 乙肝病毒效果 良好的药

物层 出不穷
,

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
对乙肝病毒有

效的中药种类繁多
,

疗效明显
,

恢复肝功较快  复

方制剂疗效比单方应用效果要好
、

且副作用小 ! 与

西药相比
,

价格低廉
。

相信不久 的将来会取得更大

的突破 但就 目前的药物来看
,

还存在一些问题
∀

多数用于临床的药物近期疗效比远期疗效要好很

多  多数临床药物 的剂型 为注射液
,

剂型较单一

! 治疗乙肝药物的疗程较长 #疗效不够满意 ∃ 价

格多较昂贵
。

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并与祖国医

药日益紧密结合
,

以最佳疗效
、

最短疗程和最便宜用

药为目的
,

我们定会在中药领域开发出更多抗 乙肝

病毒药物
,

筛选出最有效 的单体
,

最佳的药物配伍
,

最适的药物剂量
,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

找出一条

治疗乙肝的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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