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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
·

中 药 方 剂 与 现 代 药 物 并 用 效 果

寺泽捷年 �富山医科药科大学附属医院和汉诊疗部教授�

石 力大译 周 自永校 张紫洞 审

一
、

前 言

� � � �年 《医疗用汉方栩剂》 收载了药价

标准
,

今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

根据最新的统

计资料
,

其年销售 总额已超过 � 千亿日元
。

‘

由于中药方剂是根据中医学的理论所诊

断的
“

证
”

来用药的
,

以 “
保险审查会

” 为

主的意见认为中药方剂与现代药并用是不理

想的
。

对于一种疾病充分给予现代药治疗
,

然后再并用中药方剂是无
一

可争议的
。

然而在

临床实践中
,

应把两者按适当的用量而确切

地并用的场合是必要的
,

这可以提供更快
、

更安全
、

更便宜的治疗
。

据此我们就每 日进

行的中药方剂与现代药的并用效果试作一概

述
。

二
、

有必要并用的病症

由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评价中药方剂的

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

所以对种种病症都尽量

以中药方剂单独处理为原则
。

然而尽管如此
,

仍遇到很多病症必须与现代药并用 予 以 治

疗
,

现叙述如下
。

�
�

与中枢神经 系统药物 的并用效果

抗癫病药
�

大发作型癫痛的治疗用柴胡

桂枝汤 �小柴胡汤合桂枝加芍药汤 � 等
。

其

抗癫痛作用弱
,

约相当于维持量的抗癫剂
,

与抗癫痛剂使用取得良好疗效并不少见
。

由

于并用则抗癫痛药的用量可减少
,

由此嗜睡
、

思考力低下可减轻
。

而且柴胡桂枝汤等以柴

胡为配伍的中药方剂具有 保肝作用
,

对抗癫

痈药的肝损害发挥有利作用
,

故并用的意义

较大
。

催眠镇静药
�

烦燥
、

不安等用柴胡 加龙

骨牡蝠汤
二

加味逍遥散
、

三黄泻心汤等方剂

对症治疗的情况很多
,

若病情显著时可与安

定药并用
。

由于尚无 可达催眠药效呆的中药

方剂
,

有必要并用的情况很多
。

然而由于人

们对连续使用催眠药和精神安定药存在不安

心理
,

多希望能解脱此药
。

此种情况下以中

药方剂并用为好
。

以柴胡
、

人参为主剂的柴

胡加龙骨牡蝠汤
、

四逆散
、

柴胡桂枝干姜汤
、

钩藤散
、

归脾汤等具有抗紧张作用
,

较长期

并用此类方剂可减轻 日常生活中所 受 的 紧

张
,

其次有可能 脱离催眠镇静药
。

此类方剂

具有肝脏保护作用
,

有人赞成其并用
。

抗忧郁药
�
对于假性忧郁症及轻度忧郁

可用药方剂治疗
,

但症状 明显则用抗 比郁药

是必要的
。

由于二者并用能够减少抗忧郁药

的用量
,

故能减轻抗忧郁药 出现的口渴
、

嗜

睡等副作用
。

抗帕金森氏病药
�

由于并用柴 胡 桂 枝

汤
、

六君子汤等中药方剂
,

一

可能减轻 因抗帕

金森 氏病药物引起的胃肠道反应
� 中药方剂

亦可能影响其吸收
、

代谢
、

排泄
。

�
�

与末梢神经 系统药的并用效果

胆硷醋酶抑制药
�

对重症肌无力进行胸

腺摘除并大量给予类固醇药物是最可信的治

疗方法
,

而轻症病例和不适于手术者则以中

药方剂并用胆硷醋酶抑制药为好
。

补中益气

汤
、

葛根汤等可用于此目的
。

此类方剂可望

能调节免疫系统
,

以 自身免疫机能作为该症

根本治疗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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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痉药
�

芍药甘草汤
、

桂枝加芍药汤等

具有与解痉药相比关的效呆
。

但在急救情况

必需静脉给予解痉药时
,

首先给予注射
,

待

口服给药
一

可能时并 川中药方剂
。

芍药甘草汤

等含有芍药的方剂可调节 消化道平滑肌的紧

张
,

而不是象解 痉药那样强烈抑制其蠕动
。

因而为了避免长期服用解痉药而引 起 的 腹

胀
、

便秘等
,

并用中药方剂是极有意义的

�
�

感觉器 官用 药

眼科用药
�

现代医学 的缺点
,

往往把眼

邵疾患与全身脱离开来认识
。

就自身免疫疾

患而言
,

炎症性疾患和眼力疲劳往往反映了

全身的机能不平衡
。

因此中药方剂与滴眼剂

并用而取得有益效果并不少见
、

。

例如
,

眼球

结膜炎用答桂木甘汤
� 眼力疲劳用柴胡桂枝

干姜汤
、

补中益气汤
、

八味地黄丸
�
青光眼用

越脾加术汤
� 白内障用八味地黄丸

� 泪腺涎

腺干燥病用清热补气汤
、

麦门冬汤等
。

耳鼻科用药
�

与眼科疾患同样
,

耳鼻科疾

患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全身机能不平衡的一种

表现而考虑并用中药方剂治疗
。,

例如鼻炎引

起 的鼻塞 用葛根汤加川芍辛夷
、

辛夷清肺汤

荆芥连翘汤等与滴鼻剂并用效果很好 ,
反复

发作的中耳
、

外耳道
、

鼻前 庭的湿疹和炎症

也多在给予局部治疗的同时并用方剂
。

除
�

��

述方剂外
,

如柴胡清肝散
、

十味败毒汤
、

黄

茂建中汤
、

柴菩汤等
一

匕被用于这一治疗
。

�
�

与才元过敏药的并用效果

反复发作的导麻疹
、

皮炎
、

鼻炎等各种

过敏性疾患用中药方剂与抗过敏药并用是常

见的
。

小青龙汤
、

柴胡桂枝汤
、

干姜汤
、

柴

朴汤等对 � 塑
、

� 型过敏反应抑制作用的篆

础研究已经记 �时
。

并用方剂可减少抗组胺药

的用址从而可减轻抗组胶药的嗜睡
、

口 渴等

副作用
,

这在临床上是有益的
。

�
�

与循环 系统用药的封
一

用效 果

弦心药
�

如地高辛等弛心试这样作用效

果的中药方剂很少
。

�月此对心功能不个状态

明显的病例
,

用袂苏爷。仁
一

��草汤
、

四逆汤等

方剂与强心试制剂并用是必要 的
,

由于并用

可望增强疗效包括改普自觉症状等
。

抗心律不齐药
�

尚无刘
一

室性期外收缩有

确切疗效的中药方剂
。

预防发作性心动过这

可给予菩桂术甘汤
,

等桂甘草汤等
。

此类方

剂并用少量的盐酸心得安是有益的
。

利尿药
�

具有静脉注射速尿这样效果的

中药方剂尚
’

没有
,

但对于较轻症状的尿量减

少
、

浮肿等病并用木防己汤
、

真武汤
、

越脾

加术汤
、

分消汤等可望增强疗效
。

因此可减

轻 由于利尿药引起的口 渴副作用
。

不过排钾

性利尿药与含甘草的中药方剂并用 时 应 注

意
。

降
‘

压药
� 能与甲旅多巴

、

琉甲丙脯酸等

强力降压效呆相比的中药方剂尚没有
。

然而

对于血压变动大
、

不适用于强力降压药者和

不适于给予降压利尿药的高龄病人以及那些

肩头酸痛
、

头重感等自觉症状明显的病人
,

给予钩藤散
、

七物降下汤
、

柴胡加龙骨牡蜘

汤等方剂与适量的降压药并用是有好处的
。

血管扩张药
�

桂枝获菩丸
、

当归四逆加

吴茱英生姜汤
、 ,流经活血等具有微血管扩张

作用
。

适当地与各种血管扩张药并用可望能

够增强其作用
。

动脉硬化用药 和抗血脂药
�

黄连解毒汤
、

大柴胡汤等具有抗动脉硬化
、

降血脂之功效
,

此类中药方剂与现代药并用可望能 增 强 疗

效
。

�
�

与呼吸 系统用 药的并用效果

镇 咳祛痰药和支气 管犷张药
�

对迁延性

支气管炎
、

支气管哮喘的治疗
,

中药方剂与

现代药并用尤其适合
。

麦门冬汤
、

滋阳降火

汤等对于高龄患者的末梢性咳嗽比磷酸可特

因平适用
·

扶
‘

�青况适 当选择中药方剂与现代

药并用
,

可望能减轻
一

比副作用和增强临床疗

效
。

对于支气管哮喘的治疗
,

小青龙汤
、

柴

朴汤等方剂与茶硷制剂
、

色甘酸钠等并用是

有益的
,

因而可用于长期的缓解治疗
。

�
�

与消化 系统用药的升
一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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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溃疡治疗药
� 能与�

�

受体 阻 断

剂的抗溃疡作用相媲美的中药方剂尚没有
。

而对胃
、

十二 指肠溃疡反复发作的病例可适

用于中药方剂
。

柴胡桂枝汤
、

四 逆散
、

半夏

泻心汤等具有抗紧张作用
,

此类方剂与制酸

药
、

�
�

受体阻断药并用能增强临床疗效
。

利胆药
�

茵陈篙汤
、

茵陈五菩散
、

大柴胡

汤等中药方剂具有肝保护作用和利胆作用
,

与各种利胆药并用可 因相互作用而 增 强 疗

效
。

�
�

与激素类药的并 用效果

甲状腺制剂
�

没有能与他巴吟等的效果

相匹敌的中药方剂
。

但与炙甘草汤
、

加味逍

遥散等并用大多能减轻甲亢所伴随的各种自

觉症状
。

对于甲状腺机能低下症
,

左旋甲状腺素

钠并用四逆汤等可更快地减轻全身疲倦感
,

耐寒性低下等
。

肾上腺皮质激素
�

某些用于 自身免疫性

疾病治疗的
‘
一

��药方剂与之并用而得益的情况

不少
。

桂枝汤类
、

人参汤类具有确切的免疫

调节作用
,

由于并用此类方剂
,

一则可减少肾

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的用量
� 另外也可使不

少病人可能脱离皮质激素类药物
。

而且桂枝

获等丸和柴菩汤与皮质激素类药并用可减轻

满月脸等副作用
。

�
�

与糖尿病药的并用效果

八味地黄丸
、

牛车肾气丸
、

人参汤等共

有轻度的降血糖作用
,

然而其作用强度都 比

不上各种糖尿病药
。

但是由于并用此类中药

方剂
,

一

可减轻糖尿病性神经损害和肾损害
,

这意味着并用是很有意义的
。

��
�

与抗月中瘤药的并用效 果

抗癌药
�

小柴胡汤
、

补中益气汤
、

十全

大补汤等可提高户性粒细胞的活性
,

并有造

血
、

保肝作用
。

因此与各种抗癌药并用是有

益的
,

最近此类临床报告越来越多
。

�
�

与抗生素制剂 的并用效果

急性细菌感染病必须给予抗生素制剂是

不言而喻的
。

然而对于高龄者
、

反复性的感

染
、

以及对抗生素过敏的病人等
,

很多适用

中药方剂
。

例如
,

伴随支气管扩张的复发性

呼吸道感染
,

长期单独使用抗生素来控制是

很困难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清肺汤
、

竹叶石

膏汤
、

竹茹温胆汤
、

六味丸等并用多可使病

情好转
。

此类方剂不仅具有抗炎
、

祛痰作用
,

而且有增强机体防御机能的效果
。

说得过份一些
,

不妨把中药方剂都作为

具有机体防御机能增强作用来考虑
。

尤以人

参
、

柴胡或甘草为组分的方剂的效果为强
。

补中益气汤
、

获菩四逆汤
、

人参养荣汤
、

柴

胡桂枝汤
、

小柴胡汤
、

柴菩汤
、

柴朴汤等往

往以此目的与抗生素并用
。

另外
,

本身具有抗菌作用的中药方剂也

是有的如黄 连
、

葛根
、

黄柏等即是
,

黄连汤
、

半夏泻心汤
、

葛根汤等单独用于细菌性肠炎

也是有效的
。

与抗生素适 当并用可望能增 强

疗效
。

三
、

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临床现场的情况
,

对 中药方

剂与现代药的并用作一叙述
。

由于受篇幅所

限
,

对具体的并用病例和并用效果只得割爱

了
。

中药方剂与现代药并用的历史较短
,

对

于并用所伴随的不利因素等还必须有待于今

后的临床研究
。

然而
,

根据我们 �� 年的临床经

验
,

一

可以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
,

在确切的中医

诊断之后
,

正确地并用中药方剂就能发挥并

用之优点
,

而不利的情况可 以说是极少的
。

有关如何进行正确的中医诊断
,

彻」订这样的

教育制度是我们今后考虑的重要课题
。

〔�� 药学》
,

� � � 。 � �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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