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癌, 随即住院治疗, 一直间断进行多次介入化疗, 诺

力刀治疗,口服化疗药及其他相应对症治疗。2005年

10月 ECT检查示肝脏、肺多处恶性病灶,生化检查示

肝功能异常, 肿瘤指标物异常 ( AFP23�42�g /L,
CEA791�88�g /L, CA 199 220�30U /mL )。患者一直没有
明显不适,来诊时精神萎靡,面色灰暗,语声低微,形体

瘦削, 舌裂苔薄, 脉濡,辨证属症积病正虚邪实证,以自

拟参芪苓蛇汤加味、并以薏苡仁单独煎煮当早饭空腹

服用来治疗。处方:生晒参 6g,黄芪 30g, 女贞子 15g,

猪苓 30g,茯苓 30g,枸杞子 20g,猫人参 30g, 白花蛇舌

草 30g,干蟾皮 10g,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各 10g, 薏

苡仁 60g (包煎 ), 绞股蓝 20g。 7剂, 水煎服, 每日 1

剂。复诊: 服药 7剂后, 精神、舌裂较前好转, 苔薄脉

濡。效不更方,原方略行加减。此后一直不间断服药

至今,病情稳定。

按:本例患者虽无明显自觉症状,然经检查发现肝

转移癌、肝肺多处恶性病灶,又经介入、诺力刀、口服化

疗药治疗,并素患糖尿之疾, 来诊时精神萎靡, 面色灰

暗,语声低微,形体瘦削,舌裂苔薄,脉濡, 热毒深蕴、气

阴两伤明显,属症积病正虚邪实证,以自拟参芪苓蛇汤

加味扶正祛邪,方证相符, 疗效满意。

( 2007- 12- 18收稿 )

中药现代化的含义探析

焦 � 广 � 明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21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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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药现代化长期以来是中医药工作者努力的方
向。数十年来,无数专家、学者孜孜以求探索着中药的

现代化之路。近年来国家发布了 �中药现代化发展纲
要 �,更加掀起了中医药学者致力于中医药现代化的

热情。

然而何为中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出现了一些不

同的观点。不少人认为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弄清中药的

有效成分, 搞植物提取物,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与

国际接轨。甚至于认为, 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开发结构

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 �类中药。这在近年已形成了
一些 �共识 �, 因而国家有关政策提出 �中药现代化就

是要研究开发象青蒿素这样的 �类新中药 �, �十五期
间重点支持三、五个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 �类中

药创新药物的临床研究�等。另有一些人认为,在这样
的观点指导下, 中药将逐渐演变成脱离中医药理论指

导的 �现代天然药物 �。如果这就是中药的现代化,那

在今后的发展中究竟需不需要中医? 这实在是中医药

存亡的大事! 这实际上是中药西化, 使中医药的发展

走入误区,正在把中医药逼进死胡同。

所谓中药,是指纳入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按中医

理论使用的药品。我们认为, 中药现代化就是把当代

最新科技、手段、方法、设备融入中药研究、生产、应用,

从而发展完善中医药的一个过程, 其目的不是要把中

药西化为 �西药�。天江药业首倡的中药配方颗粒饮片

剂型改革项目就突出体现了这样的发展思路。中药配

方颗粒是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现代技术与设

备,将传统饮片的剂型进行改良,以充分保留原饮片的

性味与功效为前提,既保留了传统中药饮片的精华, 又

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与补充,充分体现了 �继承不泥

古,发展不离宗 �的学术思想,适应了当今社会发展与

医疗发展的需求。虽然现在仍有不少反对的意见, 阻

力还很大,但我们坚信中药配方颗粒的出现为中药的

现代化带来了曙光, 应该成为中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向。

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各为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两

者理论与实践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为证伪的标准, 更

不能拿西医药当作中医药的历史评判标准。我们希望

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医药的政策歧视,从政策、经费投入

等诸多方面真正让中医药与西医药同步。为使中药更

好地走向国际化,在中药质量标准与规范上, 我们必须

制定适合于中药, 而又明确区别于西药的标准。积极

探索制定既符合中药特点,又能为国际普遍认可的 �安

全、有效、稳定、可控 �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和评价

体系。

中药现代化与现代中药科技产业化, 不仅是一场

传统中药的新技术革命, 更是一次现代中药的新文化

运动。中药的现代化必须在遵循中医药传统理论精髓

和继承中医药临床实践自身特色的基础上, 吸收和借

鉴一切人类生命科学发展的成果和现代高科技手段,

多学科融合、多技术结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医药

理论体系,为中药研究开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

促进传统中医药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的同时, 突出体

现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独特文化内涵。
( 2008- 10- 07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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