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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藏 药 的 研 究

开 发及 现 状 分 析
口 刘卫建 成都金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谭 锐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成都

成都

摘 要 目的 为藏 药新 药研 究开发和藏 药现代化 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

方 法 根

据作者近年来的 工作体会
,

对藏 药开发与现代化研 究 中存在的一 些 问题进行探讨
。

结论 藏 药基础

研 究不 够深入
,

质量标 准不 够完善
,

质量 不 够稳定
,

生产工 艺落后
,

亚待改进
。

藏 药的新 药审批 办

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

关键词 藏药 研究开发

藏医 药学
,

就是在藏医 药理

论体系指导下 的医学理论经验及

所使用研制 的药物
。

藏药是我 国

传统药学 的一个组成部分
,

目前
,

有药用记 录 的藏药达 种
,

其

中常用 多种
,

植物类 余种
,

占
,

动物类 余种
,

占
,

矿 物类 余种
,

占
。

和 中药

交叉使用 的药材就有 种
,

藏

药在青藏高原地 区有着雄厚 的应

用基础和悠久 的历史
,

藏医药学

汇集了古中医
、

古希腊
、

古波斯
、

古印度 等几 大传统 医 学 的精华
,

收稿 日期 一 一

创造 了独特 的 自成体系 的藏医药

学理论
。

《四部医典 》
、

《晶珠本

草 》被 奉 为藏 医 药 的经 典 巨 著
,

在指导藏医药 发展上发挥 了重要

的作用
。

藏药在治疗瘫痪
、

胃溃

疡
、

十二指肠 溃疡
、

胃下垂
、

关

节 炎
、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 “

八 母

病
” 、

水肿病等方面独具特色 了。

其独特 的疗效正是藏医药发展 的

基础
。

由于历史 的局 限性
,

传统

的藏药生产
、

加工炮制 的方法 和

技术较为混乱 盯了,

剂型简单
,

使

用方法因人
、

因地而异
。

当前
,

为振兴藏医药
,

国家

投入大量人力
、

物力
,

对藏 医药

进行 了系统整理 和发掘研究
,

借

鉴 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 手

段是推动藏药走 向现代化的关键
。

我们就藏药 的研究现状提 出几点

看法
。

一
、

藏药的特点

藏药 的使用 与藏医理论体系

紧密结合
。

由于藏医诊断最终将
“

龙
” 、 “

赤 巴
” 、 “

培根
”

三症归

结为
“

寒症
” 、 “

热症
”

两大类 型
,

古 藏 药 方 剂 亦 按 其 性 质 区 分 为
“

热性
” 、 “

寒性
”

两大性 能
,

治

了 〔 朋 认 。群 七 动 。

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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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

寒症
”

使用
“

热性
”

药
,

治

疗
“

热症
”

使用
“

寒性
”

药
。

藏药 已有 多年的使用历

史
,

按其治疗作用 分类
,

有清热

药
、

消肿药
、

退黄疽药
、

解毒药
、

治黄水药
、

催 吐药
、

下泄药
、

驱

虫药
、

止 泻药等
,

剂 型 有 汤 剂
、

丸剂
、

糖 浆剂
、

浸膏 剂
、

药 油
、

药粉等
,

其中
,

以药丸最为常用
,

藏药治病多采用复方
,

很少使用

单方
,

许 多药方都在 种 以 上
,

有 的高达 一 种
,

多种
,

如
‘

然 纳桑 培
’

即 味珍珠 丸
,

多达 味
。

另外
,

是一药治多病
。

藏药在 医理 和组方方 面都带

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
。

如根据藏族

同胞游牧的特点
,

加上 以牛
、

羊

肉
、

酥油等油腻难 消化之物 为主

食
,

故使得藏区肝胆
、

肠 胃疾病

较为常见多发
,

有关 的名方验方

也就 比较多
。

藏药在用药方面也

带有 浓 厚 的地 域 色 彩
。

在 海 拔
一 一带 的高 山

、

裸 岩
、

灌木丛地带生产着数百种珍贵药

材
,

如 冬虫夏草
、

西藏延龄草
、

胡黄连
、

雪莲
、

红景天等都是生

长在高寒缺氧地带的药材
。

受西

藏 自然条件及 民族 习俗 的影 响
,

藏药 的组方 中常常大量使用矿 物

药
。

金
、

银
、

铜
、

铁和珊瑚
、

玛

瑙皆可人药
。

物种 数 目
,

为 开 发提供 了依据
。

第二 整 理 出 版 了 《月 王 药 诊 》
、

《四部医典 》
、

《晶珠 本草 》和编

著 了 《藏药志 》
、

《中 国藏药 》
、

《中华藏本草 》
、

《迪庆藏药 》等

书
,

为探讨 藏 医 药 理论 和功 效
、

主治提供 了依据
。

第三
,

研制开

发 了 山蓑 若植 物 中 的 山蓑 若 碱
、

樟柳碱
,

广泛用 于微循环障碍性

疾病
。

还用璋牙菜
、

花锚治疗肝

炎
,

杜鹃油
、

茶绒油
、

沙棘膏治

疗 慢 性 气管炎
,

红 景 天抗 缺氧
、

抗疲劳
、

抗衰老
,

祖师麻膏治风

湿性关节 炎等等
。

第 四
,

积极开

展藏药的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
,

加快 了藏药开发利用 的步伐
。

运

用 现代 药理研究手段研究藏 药
。

如对 味珍珠 丸 的药效
、

药理进

行 了较为系统 的研究
。

此外
,

还

发现甘青乌头 中大麦 芽碱具 肾上

腺 素 功 能 作 用 绿 绒 篙 中 的

对小 鼠有 中枢镇静
、

止痛作用 红景天贰有致适应作

用 岩 白菜素对大 白鼠氨致 咳有

镇咳作用等等
。

在化学研究方面
,

进行 了以 下工作 西藏产麻黄及

锡金麻黄含 总生物碱等化学成份

研究 马兜铃属藏药化学成份研

究 乌头属化学成份研究 角茵

香属分离 出普托 品
、

隐品碱
,

氯

化北美黄连碱
、

角茵香碱 紫荃

属分离 出右旋北美黄连碱
,

乙 酞

紫荃灵 绿绒篙属分离 出香荚兰

酸
、

肉桂酸
、

香豆酸
、

异 鼠李素

岩 白素属 与骨丹属分离 出岩 白菜

素 锦鸡儿属分离出四个异黄酮
、

苍棒花素等 黄华属分离 一表羽

扇 豆 宁 杜 鹃属分离 出棉 马糖
、

蓑 若亭
、

松 皮素
、

金 丝 桃 贰 等

花锚属分离花锚贰 樟牙菜属分离

出齐墩果酸和芒果贰 独一味分离

鉴定 出 种化合物
,

测出 种氨基

酸 丹参类分离出丹参酮
、

丹参

酮 、 、

丹参酮 。 、

丹参酮 甲醋
、

轻基丹参酮等 蓑 若类分离 出樟

柳 碱
、

红古 豆碱
、

山蓑 若碱 雪

莲花类分离 出多糖单一组分 红

景天类分离出红景天贰等成份
。

三
、

藏药研究开发面临的问题

二
、

藏药研究概况

近年来
,

藏药的研究取得 了

瞩 目的成就
。

第一
,

基本搞清 了

青藏高原这可能正是藏药区别于

一般中药
、

西药具有独特疗效 和

较为珍贵的重要 原 因
。

药物资源

质量标 准有待提 高 在藏

医药古典著作 《四部 医典 》
、

《晶

珠本草 》中
,

仅有经验识别 即外

观鉴别法
。

两本著作中藏药的分

类及形 态叙述较为详实
,

但其后

各藏 医 流 派
,

在 加 工 炮 制方 法
、

用 药 习惯 方 面很 不统一
。

卫生部

药 品标准 部颁藏药标准

收载药材 种
,

制剂 个
,

采

用 了荧光
、

化学
、

紫外和薄层色

谱技术
。

其 中
,

个验 方 制 剂
,

种药材有鉴别项
,

分别 占

和
。

《中国药典 》 版收载

藏药验方制剂有鉴别项 的增 至

味
,

且 多采用 了薄层 色谱鉴别技

术
,

并列有化学对照 品和对 照药

材
,

但无一 品种具有含量测定控

制指标
。

这些虽然显著提高了品

种基源 和质量标准 的水平
,

但距

国内外药 品质量研究水平 和质量

标准化还有较大差距
,

如应用气

相
、

薄层扫描
、

高效液相 等高新

技术方面
,

尚属空白
。

基砂鱼塞直待鱼 强 长期

以来藏药 的应用 基础方法相对滞

后
,

藏成药的科技含量过低
,

产品

平 二。 朗汉 肠群 七 记 动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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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缺乏规范可 靠

的科学依据
,

从原材料带产 品缺

乏 可控 的质量标准
,

在藏药 的作

用 机理
,

物质基础
,

应用理论及

新技术
、

新方法 的应用等方 面都

不够深人
。

应 用 新技术
,

改进制 剂 工

兰 目前
,

藏药生产剂 型仍大多

沿用传统方法
,

一些急症 剂 型和

新剂型 的开发应用 不 足
。

藏成药

的质量标准不 完善
,

质量 还不够

稳定
,

主成分含 量差 异较大
。

仅

以卫生部颁发 的藏药标准

年版 所载藏成药 个为例
,

其

中
,

散剂 个
,

丸剂 个
,

膏剂

个
,

药油剂 个
,

酒 剂 个
,

糖浆

剂 个
,

显然不符合剂型多样化和

市场 的需求
,

并最终失去市场竞

争力
。

藏药 方药 味庞 大
,

因 此
,

采 用新技术
,

改 良提取工艺成为

进一步开发新剂 型 的前提
。

在研

究中可尝试采用 以下 种新技术

应 用 超微粉碎技 术
。

藏

药 成 药 中
,

散剂 占相 当大 比 例
,

若运用超微粉碎技术 可满 足低温

超作
、

高纯超作
、

高加工光洁度
、

机器易清洗等要求
,

并降低成本
,

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疗效

引入超 临 界 萃取技

术
。

技 术具有 低 温 提

取
、

惰 性气体保护
,

防止
“

热 敏

性
”

成分的破坏
,

无有机溶剂残

留
,

使提取物成分达 的
“

纯

天然
”

的特点
,

且能将萃取和分

离 合 为一体
,

提 高 了生产效 率
,

节约了能耗

采用 大孔树脂分 离纯化

技 术
。

该新技术操作简便 生 产

周期 短
,

节 约 成本
,

降低 能耗
。

通过对该技术所得 中药提取液 的

纯化性 能考察表 明
,

新工艺 提取

物具有与原方一致的生物活性和药

理作用
。

说明该技术切实可行
,

适

合于工业生产
,

特别在节能和提高

药品质量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

可

考虑应用于藏药生产和研究
。

加 紧规 范 生产
,

合理利 用

藏 药遗 遮 现 在
,

西 藏
、

青 海
、

四 川
、

云南
、

甘肃都有 自己 的藏

药 厂
,

全 国藏 药 企业 已 超 过

家
。

由于生物资源 的有 限
,

而大

规模的生产必将导致原材料缺乏
,

过度开发 已 是一 些 宝贵 的药材资

源 濒 临枯 竭
,

大宗 藏药材 品种
、

栽培技术研究推广 不够
,

生产管

理粗放
,

单产低
,

质量差 的现象

较为普遍
,

对珍贵 的种质资源保

护
、

优质藏药材的引种 和栽培缺

乏统一 的组织 和协调
,

一些珍稀

濒危药材代用 品 的研究还 比较薄

弱
,

对道地药材 的研究 和开发 还

不 充分
。

因此
,

对 藏药 的发展
,

应更 多考 虑生态 的影响
,

从生态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整体规划
,

同时加 快对原材料 的研究
,

避免

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

鱼 鱼 避 兔鱼 药亚直生 的
“

难言之隐
”

中国药品 审批制度基本

上是根据 西 方 国 家药品 审批 制度

结 合 国情制 定 的
,

对 中药及 民族

药的 审批尽 管尊重 了他们 的特殊

性
,

但有 些 地 方施之过严
、

有些

地 方 又 管之过松 了
。

比如
,

如果

某家藏药企业 在藏药剂型上加以

改变或使产 品疗效更为集 中
,

在

审批的时候都会非常艰难
。

许 多真正的藏 药秘方 还

无 法 甚 至是 不 想做成标 准化 而 公

开
,

一旦标 准化
,

企 业 现 有 的 优

势也 就 不 能称 其 为优 势 了
,

因 为

仿造 药品 的 企业往 往会乘机 大 发

其 财
,

而 拥 有其知 识 产权 的 企 业

却未必会有法律保障
。

当然
,

在藏药 的研究开发 中
,

也存在着 一些 问题
,

如藏药 中矿

物类使用 占
,

使得藏药成药的

重金属控制成为确保藏药安 全性

的一 个 不 容忽 视 的 问题
。

加 之
,

藏药 中多 习用 铁棒锤
、

榜 嘎等乌

头属植物
,

新药开发 中应 考虑 急

毒和长毒等问题
。

总之
,

我们在确 保藏药安 全

性
、

有效性
、

稳定性
、

可控 性 基

础 上
,

采用 从 经 典 方剂 中筛选
、

从现有 资源 中筛选 新药和新 的活

性成分
、

改进剂 型和利 用 生物技

术等方法来开发 生产 规范化
、

科

学化
、

质量标 准化 的藏药
,

是 藏

药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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