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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次共 � 次
,

另加灌 胃咽炎丸 �
�

�� � � �
,

每

日 � 次
,

连续 � ��
,

于末次给药 �� 后
,

于小鼠

尾静脉注入 �� �印度墨汁 �
�

�� �� � �
�

注入

后 �� � � 分 别 从 眼 眶 取 血 � �� �
,

加 至

�� ���
�

� ��
� 厂�

�

溶液中
,

于分光光度计测

� � � � � 吸收度
,

并求出吞噬指数值
。

结果见

表 �
,

� 值� �
�

��
,

表明
�

咽炎丸可显著增加

免疫低下小鼠对血 中碳粒的廓清速率
,

提高

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

表 � 咽炎九对小 鼠单核 巨噬细胞廓清功能

的影响

组 别 动物数�只 � 平均吞噬指数 � 值

对照组 � � �
�

� � � �

免疫抑制组 � � �
�

� � � � � �
�

� �

实验组 � � �
�

� � � � � �
�

� �

表 � 咽炎九对小 鼠胸腺重量的影响

组 别 动物数�只 �
平均胸腺

重量 �� � �
� 值

� �
�

� �

� �
�

� �

���
尹‘几�

⋯
�叮��口�

�����对照组

免疫抑制组

实验组

��

��

� �

�二 �对胸腺 的影响

将 �� � �� � 小鼠 �� 只
,

随机分为 � 组
,

按 同上的剂量途径给药
。

末次给药 �� 后处

死小鼠
。

摘取胸腺称其湿重
,

结果见表 �
,

经 �

实验
,

�� �
�

��
,

表明
�

咽炎丸对免疫抑制小

鼠的免疫器官胸腺有明显增重作用
。

三
、

讨论

单味生药对机体免疫机能的影响早 已

有报道
,

方 中生地
、

山豆根能促进巨噬细胞

的吞噬
。

消化机能
�

黄荃无论在体 内外均能

促进白细胞吞噬功能
�
甘草能双向调节免疫

机能
,

多环节增强防御作用
� 双花

、

丹参促进

淋巴细胞转化率
、

提高廓清速率
�
元参能升

高白细胞浓度
,

促进吞噬
、

显著提高血清
’

� � �

水平
,

提高 � 玫瑰花形成率
。

但对于诸药结

合
,

用于治疗急慢性咽炎
、

扁桃体炎的咽炎

丸
,

其对机能免疫功能影响如何呢 � 实验表

明
�

咽炎丸对免疫抑制状态的小鼠胸腺有明

显增重作用
,

胸腺是重要的免疫器官
,

其淋

巴细胞是全身 � 细胞的来源
,

� 细胞是在机

体免疫中具有重要功能的细胞
,

结果为该方

能否促进 � 细胞增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

对

氢化可 的松抑制 巨噬细胞吞 噬对抗试验证

实了该方的正向调节作用
。

这正是咽炎丸治

疗作用的机理所在
。

胃病系列药介绍

梁 强 曲耿德

�大连长白山制药有限公司 大连 � �� � � ��

一
、

处方来源

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分会脾 胃学组协定处

二
、

系列药的药物组成
、

方义
、

功效及适

应症

� 一 �气滞胃痛冲剂

组成
�

柴胡
、

积壳
、

甘草
、

香附
、

延胡索

等
。

方义
�

以柴胡为主药
,

调达肝气
,

疏理气

滞
。

以香附
、

积壳
、

延胡索
、

白芍为辅佐
,

香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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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柴胡
,

疏肝解郁
,

理气止痛
。

积壳理气宽 肢不温等症
,

舌淡苔薄白
。

西医诊断慢性胃

中
,

消胀除满
,

延胡索活血止痛
。

炎
,

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

胃神经官能症
,

胃

功效
�

疏肝理脾
,

行气止痛
。

痉挛
,

胃粘膜脱垂等有 上述表现者均可应

适应症
�

以胃脱痛
,

攻撑作痛
,

院痛连胁 用
。

为特点
。

伴胃胀满不适
,

暖气频繁
,

每因情志 �三 �阴虚 胃痛冲剂

因素而疼痛发作
,

苔薄白或黄
,

脉弦
。

西医诊 组成
�

北沙参
、

石解
、

白芍
、

麦冬
、

川徕子
、

断的慢性胃炎
,

消化性溃疡
,

胃神经官能症等 甘草等
。

有上述表现者均可应用
。

方义
�

北沙参
、

麦冬
、

石解养阴生津
,

润燥

�二 �虚寒 胃痛冲剂 益胃为主药
,

白芍
、

甘草酸甘化阴
,

缓急止痛

组成
�

党参
、

白芍
、

甘草
、

桂枝
、

黄蔑
、

高 为辅
,

佐以川棣子疏肝止痛
。

良姜
、

干姜等
。

功效
�

养阴益 胃
,

柔肝和脾止痛
。

方义
�

党参
、

黄蔑补中益气为主
,

高良 适应症
�

胃脱部隐隐灼痛
,

口干 口渴
,

食

姜
、

干姜温中散寒和 胃
,

桂枝
、

白芍
、

甘草和营 欲不振
,

大便干涩不爽
,

舌红少苔
,

脉细数
。

西

缓急
,

调中止痛佐使
,

医诊断胃十二指肠溃疡
,

慢性胃炎
,

胃神经官

功效
�

健脾益气
,

温胃止痛
。

能症
,

胃癌等有上述表现者均可用之
。

适应症
�

胃脱痛
,

局部发凉
,

喜温喜按
,

受 三
、

用法与用量

寒或进食生冷后 胃痛明显加重或发作
,

常伴 口服
,

� 次 �鲍
,

� 日 � 次
,

开水冲服
。

有纳差
,

暖气
,

口泛清水
,

恶心呕吐
,

胃胀
,

四 四
、

鉴别要点

表 � 三种中药胃痛冲剂适应症

气滞胃痛冲剂 虚寒胃痛冲剂 阴虚胃痛冲剂

胃院胀痛
,

攻窜两肋疼或遇 胃痛隐隐
,

喜暖喜按
,

遇冷 胃隐隐灼痛
,

口干 口 渴
,

纳差大

郁怒诱发
,

苔薄白或黄脉弦
。

痛作或加强
�

舌淡苔薄白
。

便干涩不爽
,

舌红少苔
,

脉细数
。

主证

西医诊断 胃炎
�

消化性溃疡
。

五
、

临床观察

全 国有 �� 个 科研单 位参加 了科研 观

察
。

总计完成科研观察病例 � � �� 例
。

通过一

年多的临床观察疗效肯定
。

�一 �观察方法

按照 � �  � 年全 国脾胃病会议制定的 胃

院痛科研协定方案进行
,

观察方法采取住院

和门诊相结合的方式
。

�二 �诊断标准

�
�

概念
�

胃痛是指胃区经常发生疼痛的

一种病证
。

临床上真心痛
、

腹痛
、

胁痛均不包

括在本病范围等
。

�
�

诊断依据
�

��� 主要临床表现
�

胃脱部疼痛

��� 发病特点
�

多有反复发作史
,

发病前

多有明显诱因如受寒
、

生气
、

饮食不节
。

��� 有条件的医疗单位
,

可做必要的理化

检查
,

以明确现代医学的诊断和治疗后的对

比
。

�三 �证候分类及诊断条件

�
�

气滞症的诊断条件

主症
�

胃院胀痛
,

攻窜两肋疼或遇郁怒诱

发等
。

次症
�

暖气频
,

得暖气或矢气后痛缓
、

胸

闷
、

食少
、

呕吐酸水
、

大便不畅等
。

舌脉
�

舌苔薄白
,

脉弦
。

具备主症兼见次症某项及典型舌脉者
,

即可确定胃院痛气滞证之诊断
。

�
�

虚寒证的中医诊断条件

主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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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胃痛隐隐
,

喜暖喜按
,

遇冷痛作或加

强
。

��� 空腹痛重
,

得食痛减
,

食后腹胀

次症
�

��� 倦怠乏力
,

神疲懒言
,

畏寒肢冷
。

��� 大便塘薄或初便后塘
。

��� 食欲不振
。

舌脉
�

舌体胖大
,

边有齿痕
,

苔薄白
,

脉沉

细
。

具备主症之一和舌脉
,

兼见次症的某项
,

即可确定为胃脱痛虚寒证之诊断
。

�
�

阴虚证的中医诊断条件

主症
�
��� 胃脱隐隐灼痛

,

空腹时重
。

��� 似饥不欲食
,

口干不欲饮
。

次症
�
��� 口干舌燥

,

纳呆干呕
。

��� 大便干结
。

�� �手足心热
。

舌脉
�

舌红少津
,

有裂纹
,

少苔或花剥苔
,

脉细数
。

具有主症和舌脉
,

兼见某项次症
,

即可确

定 胃脱痛阴虚证之诊断
。

�四 �给药方法

凡符合上述诊断条件者
,

即分别投以气

滞胃痛冲剂每次 � 袋
�
虚寒胃痛 冲剂每次 �

袋
,

阴虚胃痛冲剂每次 � 袋
,

每四周为一疗

程
。

凡经检查未发现器质性病变者
� 主症消

除即停止用药
,

凡有器质性病变的
,

即使痛

止
,

也继续给药
,

满一疗程后
,

进行 � 线钡餐

或纤维窥镜复查
,

对照
,

以观察疗效
。

未愈者

继续进行第二
、

第三疗程的治疗观察
。

根据

全国会议决定
,

凡有器质性病变
,

治疗不满一

疗程者
,

不列入统计对象
,

服药观察期间停服

任何其它中西药
。

�五 �疗 效评定标准

近期临床治愈
�

证候全部消失
,

半年内不

复发
,

相应的主要理化检查
,

�胃镜
、

钡餐
、

大

便潜血 �基本恢复正常或有好转
。

显效
�

主症显著好转
,

相应的主要理化检

查好转
。

好转
�

主症基本好转
,

疼痛持续时间缩

短
,

相应的主要理化检查无明显改变
。

无效
�

主症无改变
,

主要理化检查无改

变
。

本标准经 � � � � 年 � 月中华全国中医学

会内科专业委员会脾胃病组在宁波召开的专

题学术讨论会上
,

与会的 �� 个省市自治区代

表认真讨论修订
,

并一致通过
。

�六 �治疗结果�表 � � 表 ��

表 � 气滞胃痛冲剂疗效观察 �� � � 例 �

例 数

�庙床治愈 显 效 好 转 无 效

第一疗程 � � � �  � � � � �

第二疗程 � � � � � �  

第三疗程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典型病例

例 � 胡 � � 女 �� 岁 胃专卡 ��

号 �上海光华医院 �

有胃病史十余年
,

经常中上腹胀痛
,

每遇

情绪波动则胀痛尤甚
,

致妨饮纳
,

需得暖
,

矢

二气始舒
,

间有嘈杂泛酸
,

无黑便史
。

四年前

胃镜检查
� “

胃窦区粘膜充血
,

水肿
,

胆汁返

流
”

诊断为
“

胆汁返流性胃炎
” ,

在内科门诊长

期服用 胃复安
、

猴茹菌片
,

以及口 服卡那霉

素
。

半年前 胃肠钡餐检查未发现异常
,

口服胆

囊造影亦未发现异常
,

胃镜复查
� “

胃窦区粘

膜仍充血水肿
,

渗出物较多
,

炎症明显
,

伴中

等量胆汁返流
” 。

遂来胃专科门诊治疗
。

给予

气滞胃痛冲剂
,

每日 � 次
,

每次 � 包
。

服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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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虚寒胃痛冲剂疗效观察�� � � 例 �

例 数

临床治愈 显 效 好 转 无 效

������� �����第一疗程

第二疗程

第三疗程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阴虚胃痛冲剂疗效观察(300 例 )

例 数

临床治愈 显 效 好 转 无 效

第一疗程 29 34 40 8

第二疗程 24 48 26 一

第三疗程 5 46 31 9

合计 158 (19
.3写) 12 8 (4 2

.
7 % ) 9 7 (32

.
3 % ) 17 (5

.
7 % )

疗程后
,

胀痛明显改善
,

知饥索食
,

食后亦舒
,

停药 1周
,

又感 胃脱轻微胀痛
,

继续第二疗程

后
,

胀痛消失
,

胃镜复查
, “

粘膜光滑
,

未见胆

汁返流
” 。

例 2 崔 x x 男 43 岁 住 院 号

32966( 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患者胃脱痛反复发作 18 年
,

近 7 个月来

病情复发
,

疼痛较重
。

院腹胀闷
,

伴暖气
,

泛

酸
,

痛喜按喜暖
,

纳食减少
,

食不知香
,

大便稍

稀
,

脉缓
、

苔薄白
,

舌质淡红
,

入院前在我院内

科胃镜检查示
:

(1) 胃门管有活动性溃疡症状
,

确诊为幽

「丁管溃疡
。

( 2) 十二指肠球部变形
。

( 3) 慢性浅表性胃炎
,

胃液分析
,

自由盐

酸在正常范围内
,

中医辨证
:
属于脾胃虚寒胃

痛
。

经服虚寒胃痛冲剂治疗 16 天后
,

胃痛消

除
,

其它症状亦好转
,

一个疗程结束后复查
,

原有之幽门管溃疡病已消失
,

痊愈出院
。

本刊 1996 年 第 14 卷征订工作即将开始
,

征订单将随同本

刊今年 第5 期一起下发
,

望广大读者注意订阅
。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