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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黄藤是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天然药物, 综述了其研究开发历程, 并以其为范例剖析了传统民族医

药文化对现代药物开发的引导作用, 以及现代药学研究对客观评价传统药物、阐明其科学内涵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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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藤的药物资源和传统应用经验

黄 藤 F ibraurea recisa P ierre. 是 防 己 科

(M en ispermaceae ) 天仙藤属植物, 又称大黄藤、

黄连藤等。分布于滇南的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

纳州等地, 生长于海拔 180~ 1 000m的热带、亚热

带山野沟谷, 植物资源以屏边县、绿春县、金平县

及河口县较多
[ 1]
。在云南省屏边县的少数民族中,

黄藤用作天然染料和民族药物, 苗族称 /满格

朗 0, 瑶族称 /汪当0, 壮族称 /格嘎亨0。当地瑶
族以黄藤作黄色染料染制土布, 煮水搽洗治疗疮

疡
[ 2]
, 但仅限于在很窄的区域内由当地少数民族

人群应用, 并不为人们广泛认识和应用。

2 黄藤医药价值的发掘与发展
在上世纪的中草药运动中, 蒙自驻军卫生队和

红河州医院首先从屏边少数民族地区采访发掘了黄

藤的医药用途, 归纳其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抑菌的

功效, 经初步临床验证后在云南全省推广应用, 很

快即为 5中国药典 6 1977年版收载
[ 2 ~ 3 ]
。进一步

的研究证明有效部位是生物碱, 从中提取的总生物

碱称黄藤素, 亦为 5中国药典 6 作原料药收载,

依托黄藤素原料药平台先后开发了黄藤素普通片、

缓释片、分散片、硬胶囊、软胶囊、注射水针、粉

针等系列制剂
[ 3~ 5]
。

3 黄藤的现代研究与开发过程剖析

从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局部用药到进入国家药

典, 经科学研究明确有效部位并开发成为原料药物

(黄藤素 ), 进而产业化开发系列制剂, 黄藤是从传

统民族医药中开发现代植物药的成功范例, 也是一

个传统医药文化和现代科学研究结合的模式缩影。

有针对性的剖析其研究与开发的历程, 探索可能的

发展规律, 对我们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有重要的意

义。黄藤的发掘与研究开发大体上可分为 4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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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传统文化的发掘, 认知和传承。从局部 (屏边

县 ) 少数民族 (瑶族 ) 的传统应用经验 (染布、治疮疡 )

中发掘医药功能 (清热解毒、消炎抑菌 )。

B: 传统经验的客观验证和现代科学研究。非个案、非

个人经验感知的客观评议 (临床疗效的统计学分析等 ),

毒性评价, 实验药理依据等赋予其医药应用的科学内涵。

C: 基于现代科学研究的医药价值认知和认可。规范、

客观的科学研究与评价, 使本品的医药应用价值得到广泛

认可, 载入国家药典, 开发了相关制剂产品。

D: 深入发展, 形成区域性优势产业。多学科研究明

确有效部位 (总生物碱 ) , 并形成黄藤素原料药开发平台,

以此为基础开发了黄藤素系列制剂 (普通片、缓释片、分

散片, 硬胶囊、软胶囊, 注射水针、粉针等 )。

4 黄藤现代研究与开发的启发意义

目前, 民族医药的发展得到国家在政策层面

上的高度重视, 但具体的发展之路在何方, 在不断

地探索中也产生了较多争议, 有 /全面西化 0、
/隔离固守0 等很多思路主张。思路上的百家争鸣

对于学科的发展是有利的, 但长期陷于各执一词的

恶性循环显然不利于学科发展。黄藤是民族药物开

发的成功例子, 认真回顾、分析其研究开发过程,

我们隐约感悟到其发掘和发展过程中闪现的人文精

神和理性之光, 对我们从多个层面上认知、研究、

开发传统的中草药 (民族、民间药 ) , 进而实现中

药 (民族、民间药 ) 的现代化发展, 有重要的启

发意义。

411 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承不能妄自菲薄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 传

统文化不可避免的逐步退出社会主流, 但一些非主

流的传统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的传承为我们保留了

大量不可重现的原生态文化资源, 其中也蕴藏了丰

富的民族民间医药应用经验。从柳树皮到阿司匹

林、萝芙木到利血平、黄花蒿到蒿甲醚等, 很多卓

有影响的现代药物的开发源头往往有传统医药经验

的影子。传统医药的应用经验是现代药物开发的重

要源泉, 我们要充分重视其价值体现, 采取保护性

措施来系统整理和继承宝贵的传统医药文化, 完全

没有必要陷入民族传统医药落后论、淘汰论, 人云

亦云的妄自菲薄。

412 以扬弃的精神来传承传统医药文化

主要基于经验和感性的传统民族医药, 多以口

口相传或简单的医药文字记载, 加之个人感悟积累

经验的形式来传承, 其产生和生存的人文自然环境

和现代科学认识思维有很大区别, 往往是精华和糟

粕共生, 经验和迷信互动, 真知和谬误交织。我们

认识上要一分为二, 以务实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以

扬弃的精神作为思想切入点, 建立传统医药文化客

观验证、去伪存真的机制, 以现代科学研究的事实

来客观评价, 阐明其科学内涵, 达到取其精华, 弃

其糟粕, 破其迷信, 传其经验, 发掘真知, 剔除谬

误的目的。

413 以开放的意识来研究传统医药文化

现代社会的发展, 在社会分工细化的同时又充

分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会, 尤其是信息科学的发

展和渗透使世界成了 /地球村0。传统的民族医药

文化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 我们不能画

地为牢、闭门造车, 而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欢

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人,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

的理念, 以各种技术方法和手段来研究、认识和开

发民族医药, 以促进和加深我们对于传统医药的认

识的了解。

414 走规范化、现代化的改革之路来发扬传统医

药文化

科学的发展, 使我们对于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或

描述从 /所以然0 逐步上升到 /知其所以然 0, 医

药产品是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健康产品, 对 /知其
所以然 0 的要求更高。对于传统的民族医药, 我

们不能长期停留在仅仅是 /临床有效 0 的环节上,

必须以现代科学研究的事实和数据来客观评价其安

全性和有效性, 并逐步阐明其 /临床有效 0 的科

学内涵, 走规范化、现代化之路, 才能使传统的民

族医药得到广泛的认同, 得到新的发展空间。

5 云南民族药物研究与开发展望

云南省是边疆民族省份, 在社会经济、科学技

术发展上整体上处于相对不发达状况, 但我省中草

药种类占到全国的 60%以上, 天然药物资源优势

明显。我省又是民族文化大省, 拥有深厚的少数民

族医药文化, 尤其是存在着一些还处于现实应用中

/活生生0 的传统民族医药。天然药物和民族医药

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资源, 而依托于资源和民族文化

的生物医药研究是我省特色和优势学科之一, 这一

领域内的科技工作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

民族药物黄藤的发掘和成功开发说明, 传统文

化和现代科学的紧密结合使传统民族药的开发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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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难速已。0 治疗不能拘泥于 /热者寒之 0、 /湿则

燥之0 的原则, 因为 /徒清热则湿不退, 徒祛湿

则热愈炽0 ( 5温病条辨#中焦篇6 ) , 须清热化湿

并举, 苇茎汤的功效正符合这一要义, 这也是苇茎

汤在儿科临床得以广泛应用的原因所在。

综上, 笔者认为, 苇茎汤的适用范围很广, 临

床但凡有痈、肿、脓、痰、闭等见症, 伴舌红苔黄

腻、证属湿热蕴结、病程较长者均可加味应用, 正

所谓有是证即可用是方。

(编辑: 李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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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fw e can see the abscess, swo llen, pus, phlegm and tighten ing symptom attended by red tonguew ith re llow-i

sh and greasy fur, the syndrome is internal stagnation dampness and hea,t and the illness cont inued for a long

time, a ll these can be cured by themodif ied Reed Stalk Decoction.

KEYWORDS: Reed Sta lk Decoction; Pediatrics; C lin ica lExper ience

(上接第 27页 )

逊色于现代药物。如何紧密结合资源和民族医药文

化的特色与优势, 发掘确有疗效的民族药物, 通过

多学科的深入研究, 客观评价, 赋予其合理的科学

内涵, 从 /云药0 的世界中, 开发出世界的 /云

药 0, 把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 逐步开

发体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 是值得我们思考和

重视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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