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的冻千口服伤寒活

菌苗系采用 T Y 2 1 a 1E 无毒 力而 又 有充分免

疫原性的伤寒无毒突变株
,

经我市人体免疫

观察
,

此制品是符合安全反应轻微的要求
,

根据三年流行病学效果考核
,

第一年观察期

间保护率为82
.

2 %
,

与四川西昌报告保护率

7 6
.

2 2〔5 〕
、

江苏泰县报告保护率 8 3
.

8 8 % 〔6 〕

基本一致
,

第二年观察期间保护率比第一年

下降
,

只达57
.

2 %
,

第三年观察期间免疫组

发病 7 例
,

对照组发病13 例
,

经X
Z

检验 P >

0
.

05
,

两组无显著差异
,

观察 结 果 表 明
,

T Y 2 1a 冻干 口服伤寒活菌苗两年内预防伤寒

是有效的
,

一年内预防效果显奢
,

建议今后

扩大生产
,

在流行地区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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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才瑜 整理

·

药物研究
·

传 统 傣 族 医 药 中 的 姜 科 植 物

云 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赵世望

云南热区是我国姜科植物主 要 产地 之

一
,

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而言
,

分布有12 属

4 1种
,

其中传统傣族医药用的姜科植物有20

余种之多
。

姜科植物喜生于高温高湿之处
,

我

国傣族人民长期生活于这些地方
,

在与疾病

作斗争中
,

利用了很多姜科植物防病治病
,

有的姜科植物为傣族民间医药常用
,

如闭鞘

姜 (傣族称
“恩倒

” ,

) 取其块茎汁液滴入

耳内治疗耳聋
、

耳痛和耳内流脓 , 很多姜科

植物的医药用途记载于
“
傣族医药手稿

”

之

中
,

如姜黄 (傣语称
“
毫命

”

)
、

野姜 (傣

语称
“
补累

”

)
、

姜 (傣语称
“
辛讲

”

) 等

常见于
“
手稿

”

方药
,

有的姜科植物为傣医

“名方
”

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药物
,

如傣医名

方
“
雅叫帕中补

”

(傣语名 )
,

意即
“亚洲

宝药散
” ,

该方组成药物五种
,

其 中 2 种为

姜科植物
,

不仅如此
,

傣族村寨园圃中也种

植有姜科药用植物
。

因此
,

我们对于传统傣

医药用姜科植物集中整理研究
,

则成必要
。

作者对古傣医药手稿记载之姜科植物进行考

订
,

计有 9 属22 种
,

分述如后
,

以供进一步

研究
。

1
·

豆落属 (A m o n lu m )
。

¹ 缩砂密 (A m o m u n i v i一lo s u m L o u r .

v a r . x a n th io i d e s ( W a ll
. e x B a k

.

) T
.

L
.

W u & S e n je n )
,

傣语称
a
麻亮顿

”

或麻亮

扣优
” 。

傣医取其植物果实或根茎入药
,

用于

腹胀
、

腹痛
、

不思饮食
,

疲芝无力
、

心慌
、

心跳
,

咳嗽
,

等症
。

还取其果实作中药材出

售
。

º 砂仁 (A m o m u m v illo s u m L o u r .

) ,

傣语称
“
麻亮广东

” 。

该植物是60 年代初期

引入云南南部热区
,

现为当地傣族人民大量

种植
,

取果实作中药材 出鲁
。

傣医亦取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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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或根茎入药
,

与
”

缩砂密
”

使用相同
。

此

种植物不见记载于 《傣医药手稿》
。

» 红 壳 砂 仁 ( A m o m u m a t: r a n t ia c u m

11
.

T
.

T s a i & 5
.

W
.

Zh a o )
,

傣语称
“
麻

亮娘
” 。

当地傣族人 民取果实作
“
中药材

”

出

售
,

也取根茎入药
,

用于腹胀
,

不思饮食
。

¼九 翅 豆 寇 ( A n : o m u m m a x im u m

R o x b) ,

傣语称
“

麻呼
” 。

《傣医药手稿》

有记
,

取根茎入药
,

用于腹胀
、

腹痛
、

不思

饮食
,

头晕
、

身重
、

疲乏无力等症
。

½ 格叶豆落 (A m o nl u m r e p o e n s e G a g -

n e p )
,

傣语称
“
麻呼勒英

” 。

傣医药取根茎

入药
,

用于腹胀
、

腹痛
、

腹泻
。

¾草果 (A m o m u ,n t s a o 一k o C r e v o s t &

L e m ar ie ) ,

傣语称
“

麻号
”。

《傣医药手稿》

有 记
,

取果实入药
,

用于胸腹痞满
,

不思饮

食
,

发冷发热
。

¿ 银叶砂仁 ( A ln o m u m s e r i e e u m R o -

xb
.

)
,

傣语称
“
麻呼篙

” 。

傣医取根 茎 入

药
,

用于关节冷痛
,

取根茎配它药捣烂包敷
。

À优 果 豆 寇 ( A m o m u m m u r i e a r p u m

El m )
,

傣语称
“
麻亮娘聋

” 。

傣医取果入

药
,

用于暑食夹杂
,

头晕
,

胸腹痞闷
。

2
.

茵香砂仁属 ( A e ha s m a )
。

茵 香 砂 仁 ( A e h a s m a yu n n a n e n s e T
.

L
.

W u & S e n ie n )
,

傣语称
,’
麻 亮 不

, ,

或
“
亮聋

” , 《傣医药手稿》 药名为
“
摩丢勋

”

(傣语)
。

傣医取根茎入药
,

用于腹痛
、

腹

泻
、

反饱作胀
,

不思饮食
,

头晕
、

胸闷
、

身

重无力
。

傣族人民暑天作茶饮
,

可增食欲
,

提神醒脑
。

3
.

山姜属 (A IPi n i a )

¹ 红 豆 兹 ( A lp in ia g a la n g a ( L
.

)

W ill d
.

)
,

傣语称
“

哥哈
”。

《傣医药手稿》

有记
,

取根茎入药
,

用于腹部冷痛
,

捣烂可

敷治关节麻木
、

关 节 冷 痛
,

皮肤痒
,

蛇瞥

咬伤
。

º 云 南 草 范 (A lp in ia b le p ha r o e a ly x

K
.

S c l, u , n
. ,

傣语称
“
哥嘎

” 。

《傣医药手

稿》 有记
,

取根茎入药
,

用于腹胀
、

腹部冷

痛
;
取叶煎汁可洗治湿疹搔痒

。

理
.

姜黄属 ( (C u r o u m a )

¹ 姜黄 ( ( C u e r e u m a lo n 晓a L
.

)
,

傣

语称
“
毫命娘

” 。

《傣医药手稿》 有记
,

取

根茎入药
,

用于感 冒发热
、

咽痛
、

咳嗽
,

妇

女月经不调
,

产后流血
、

胎盘不下
,

腹痛
、

腹胀
、

腹中痞硬
,

项颈部炎肿
,

妇女乳部炎

肿
,

疥疮
,

牙痛
。

º 我术 ( C u r e u m a Z e d o a , i :、 ( Ch l- i s t, 11)

R os c .

)
,

傣语称
“
毫命卿

” 。

傣医取 根 茎

入药
。

用于腹胀
、

胸胁痞硬
、

疲乏无力
、

心

神不安
、

不思饮食
。

» 大黄姜 (C u r e u m :、 e la t a R o x l;
.

) ,

傣语称
“

毫命勒英
” 。

傣医取根茎入药
,

用

于腹痛
,

疮疖
,

湿疹搔痒
。

5
·

闭鞘姜属 (C o s t u s )
。

闭鞘 姜 (C o s tu s s p e e io s u s (K o e , , .

)

Sm ith )
。

傣语称
“

恩倒
, , 。

傣医取块 茎 入

药
,

取汁滴入耳内可治耳聋
、

耳痛
、

耳 内出

脓水 , 取叶捣烂敷于头额部治头晕
。

6
·

姜花属 ( H e d ye l, iu m )
。

¹ 姜花 (Llc d y e h iu m e o r o n a r i、; , 11 1: o o r,
.

) ,

傣语称
“
傣亨篙

” 。

傣医取花入药
,

用于治

疗便秘
。

º 毛姜花 (H e d ye }l i u m v ilz( )、u ; 11 w a l一

t e n u i flo r u m w a ll e x B a k
.

) ,

傣 语

称
“
傣亨帕

” 。

傣医取根茎入药
,

用于疮疡

肿的
。

7
·

山奈属 (K a e m p fe r ia )
。

¹ 山奈 ( K a e m p fe r ia g a la n 、:、 L
.

)
,

傣语称
“万烘

” 。

《傣医药手稿》 有记
,

取

块茎入药
,

用于咽喉肿痛
,

腮项炎肿
,

妇女

乳部炎肿
,

腹胀腹痛
、

胸 闷
、

腹泻
、

呕吐
,

风湿疼痛
,

跌打扭伤
。

8
·

土田七属 ( S t a hlia n th t巧 )
。

土山七 ( St a h lia n th u s in v o lu e r a t u s ( K i-

n g e x B a k ) C r a ib ) ,

傣 语称
“
姜山七

” ,

此名为汉语转而来
。

傣医取根茎入药
,

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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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伤出血
,

跌打滚肿
。

9
.

姜属 (Z in g ib。: )
。

¹ 野姜 ( Z in g ib e r C a s u m u n a r R O X b ) ,

傣语称
“
补擂

” 。

《傣医药手稿》 有记
,

取

根茎入药
,

用于感 冒发热
、

咽痛
、

咳嗽
,

胸

腹胀痛
,

头晕
、

头痛
、

心慌
、

烦爆不眠
,

咯

血
、

尿血
、

鼻血
,

食积腹胀
,

两胁痞硬
,

妇女

月经不调
,

产后流血不止
,

胎盘不下等症
。

º 红 球 姜 ( Z in g i b e r z e r u m b e t (L
.

)

S m it h) 傣语称
“

万胡埃
” 。

傣医取根 茎 入

药
,

用于气滞腹胀
,

疮疡未溃
。

» 红冠姜 ( 21蚁 i be r r o s e u lll ( R o x b
.

)

R 。
‘

二
.

) ,

傣语称
“

恩冷英
” 。

傣取根 茎 入

药
,

用于包敷关节疼痛
,

跌打损伤
。

¼姜 (2 in g ib o r o ffie i n a le R o 5 C .

) ,

傣

语称
“

辛讲
” 。

《傣医药手稿》 有记
,

取根

茎入药
,

用于 感 冒发 热
、

畏寒
、

咳嗽
,

腹

痛
、

腹胀
、

咽干 口苦
,

关节冷痛
、

牙痛
。

傣医药用姜科植物种类繁多
,

这是傣医

在高温高湿医药地域中
,

就地取材
,

巧妙利

用姜科植物的结果
。

傣医在长期 医 疗 实 践

中
,

已经对药用姜 科植 物 的
“
性味功能

”

(傣语称
“
庄者

”

) 有一定的认识
、

傣医认

为药用姜科植物的
“

功能
”

是
“
摆冷英

、

摆

拢
, ,

(傣语 )
。

意即
“

行血理气
” ; 其

“
味

”

辛辣
,

惊语称
“

披烈荒
” ; 而又总结出药性

属于
”

丫还
”

(傣语 ) 者偏多
,

意 即 偏于
“温热

”

药多; 傣医认为
“

性与味
”

也有一

定关系
。 “

披栽还
”

(傣语)
,

意即
“
辛辣

药多偏于温热
” 。

像上述药物就多用于发汗

(傣语称 “嘿俄马
” ) ,

健胃 (傣语称
“
金

号睐
”

)
,

理气 (傣语称
“

摆拢
” ) ; 亦可

治疗不思饮食 (傣语称 “
金号胃揽

” ) ,

腹

痛 (傣语称
“

纠洞
”

)
,

腹胀 (傣语称
“

干

洞
" ) ,

跌打损伤 (傣语
“ “

f竹桑
" ) ,

等

症
。

总的说来
。

傣医对姜科植物的使用和认

识
,

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好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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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酞 天 麻 素 的 镇 痛 及 对 心 脏 的 作 用

昆明 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 邓士贤 卫 珍 腾初兴

两千多年前 《神农本草经》 早已记载了

天麻的功效
,

天麻
“
久服益气力长

” 。

明朝

李时珍 《本草纲目》 记载
: “

天麻辛
、

温
、

无毒
。

久服益气
,

轻身长年
” ,

治疗
“
语多恍

惚
,

善惊失忘
,

亦有文献记载天麻能
“
熄风

定惊
” 。

19 7 8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化学研

究室研究了天麻的化学成分
,

其有效成分为

天麻素 ( G 二 tro d ijl ) ,

化学结构 式 为 对 轻

甲基 苯
一B一 D 一

葡萄毗 喃 糖 贰 ( P一h y d r o x y

m e th ly p he n yl一B 一D 一 g lu e o py r a n o s id。)

在天 麻 中 含 量 只 有0
.

0 25 % ,

分 子 式 为

C”H 比 0 7 。

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 物 化 学 研

究室成功地合成了天麻素
,

为生产开辟了一

条途径
。

为了寻找新 的 镇 静药
, 19 8 2年昆

明制药厂中心试验室合成了天麻素衍生物一

乙酞天麻素 (A e ( :ty l只;、s生,
·

、) d in ) ,

我们用其

252 云南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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