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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成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少的优点，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根据《中成药通用
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以及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国产中成药数据库，分析中成药通用名称现状，并对中成药通
用名称的命名原则提出具有传统特色的相关发展性建议。指出关键在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医

药事业，使中医药的发展能够与时代接轨，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更加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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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药是以中草药为原料，经制剂加工制成各
种不同剂型的中药制品，包括丸、散、膏、丹等各种剂

型。临床反复使用、安全有效、剂型固定，并采取合

理工艺制备成质量稳定、可控，经批准依法生产的成

方中药制剂。中成药是我国历代医药学家经过千百

年医疗实践创造、总结的有效方剂的精华。狭义的

中成药，主要指由中药材按一定治病指导原则配方

制成、随时可以取用的现成药品。广义的中成药，除

包括狭义中成药的概念外，还包括一切经过炮制加

工而成的草药药材。

１　中成药通用名称的研究意义
中成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疗效好、

不良反应少的优点，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１２］。

中成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已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

知识宝库。其中，中成药的命名就是集中医药学、语

言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知识为一体的综合

艺术。研究中成药的通用名称规律对掌握药物的组

成、功效、主治病证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能够引导

消费者通过中成药药名正确选购药品，避免存在诱

导消费现象。立足于研究分析中成药通用名称，放

眼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使中医药的发展能够与

时代接轨，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更加具有中医药文化

特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１］。

２　传统中成药命名特点
２１　以药物的组成命名　单味中药制成的中成药，
多直接以药名命名，如当归浓缩丸、阿胶等。２种以
上中药制成的中成药，则以组成该药的君药或臣药

来命名，如朱砂安神丸，小柴胡颗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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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以药物功效命名　如主治冠心病，心绞痛的速
效救心丸，是因为该药能快速缓解心绞痛。这种命

名方法可以从药名直接推断其功效。

２３　以主治病证命名　如能够治疗风寒感冒的感
冒清热颗粒、治疗乳腺增生的乳癖消颗粒等即是以

这种方法命名的。

２４　以服用方法、炮制方法、药物的颜色命名　如
主治风邪头痛的川芎茶调颗粒，需要用清茶来送服，

是以服用方法命名的。如十灰丸，是用１０种中药炒
炭而制成的，所以叫十灰丸，是以炮制方法命名的。

如黑锡丹为黑褐色的水丸，则是以它的颜色命名

的［２］。

２５　以人名、来源、产地命名　周公百岁酒、陆英糖
浆、帕朱胶囊等，是以人名命名的。云南白药膏、广

东凉茶颗粒、昆明山海棠片等，是以产地命名的［１３］。

济生肾气丸出自《济生方》，是以来源命名的［２］。

２６　以不同科室命名　如儿科常用的小儿感冒颗
粒、小儿咳喘灵颗粒［１４］等，妇科常用的妇科千金片

等［３］。

２７　以中医术语命名　如消渴丸，消渴为中医术
语，泛指以多饮、多尿、多食，身体消瘦，或尿有甜味

为特征的疾病。

２８　以处方药物用量比例命名　如六一散则是以
滑石：甘草（６∶１）的比例制成的［３］。

２９　以中医五脏理论命名　如导赤散，赤在五脏理
论中属于心，从药名可以看出其作用为泻心火从小

便而出。

３　中成药通用名称现状和原则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ＣＦＤＡ）向社会公开了《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
指导原则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主要目的是

集思广益，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总体来说，社会各界

对《意见稿》的出发点给予肯定态度，既加强中成药

药名的管理力度，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具有

中医药文化特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但也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由ＣＦＤＡ提供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中成药数据库
中，含有中成药总数量为１１００３个（包括相同药品
的不同剂型），剔除不合格的中成药名７个（即无剂
型和规格的类别说明），剩余１０９９６个。按照《意见
稿》基本原则要求，为了便于调查国内中成药的通用

名称使用现状，本研究以 ＣＦＤＡ提供中成药数据库
为依据，对基本原则的具体规定如第一条“科学简

明，避免重名”原则等，进行数据的定量分析。

３１　“科学简明，避免重名”原则
３１１　中成药一般字数不超过８个字　通过对中
成药数据库进行筛选分析，结果显示超过８个字的
中成药药名共有５２个，占总比例的０４７％，筛选出
来的中成药药名按照剂型不同划分为合剂、颗粒剂、

片剂、胶囊剂、喷雾剂和其他剂型。见表１。

表１　字数超过８个的中成药通用名

剂型 数量（个） 中成药通用名

合剂 ２３

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小

儿双金清热口服液、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复方

银杏通脉口服液、十八味补肾益气口服液、复方

蔷薇红景天口服液

颗粒剂 ７
益心巴迪然吉布亚颗粒、复方夏枯草降压颗粒、

西帕依麦孜彼子颗粒、黑骨藤追风活络颗粒

片剂 ６
小儿复方鸡内金咀嚼片、显齿蛇葡萄总黄酮含

片、通滞埃提勒菲力沙那片、小儿清肺化痰咀嚼

片、小儿清肺化痰泡腾片

胶囊剂 ６ 八味西红花清肝热胶囊、复方杏香兔耳风胶囊

喷雾剂 ２ 复方熊胆通鼻喷雾、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

注射剂 ３
灯盏花素葡萄糖注射液、灯盏花素氯化钠注射

液

其他剂型 ５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复方夏枯草降压糖浆、珍

珠活络二十九味丸

３１２　名称中应明确剂型，且剂型应放在名称最后
　通过对数据库进行筛选分析，结果显示不明确剂
型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共有 １４２个，占总比例的
１３０％。见表２。

表２　不明确剂型的中成药通用名称

中成药通用名称 剂型 生产企业

小儿清热灵 片剂 长春远大国奥制药有限公司

湘曲 茶剂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寿星补汁 口服液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冬青补汁 煎膏剂 重庆巨琪诺美制药有限公司

生乳汁 糖浆剂 葵花药业集团湖北武当有限公司

寿星补汁 合剂 浙江康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阿胶益寿晶 颗粒 沈阳东昂制药有限公司

一捻金 散剂 北京银象源制药有限公司

脑乐静 糖浆剂 湖北晨康药业有限公司

…… …… ……

３１３　避免同名异方、同方异名　通用名称不通
用，有部分品种存在同方异名、同名异方的情况，易

致患者错误用药或重复用药。如心血丹改为丹香葡

萄糖滴注液，但其和丹参注射液、香丹注射液的主要

成份一致。

３２　“必要、合理”原则
３２１　一般不采用人名、地名、企业名称、代号命名
　　通过对数据库进行筛选分析，结果显示采用人
名中成药通用名称有１８个，所占百分比为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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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地名有１１个，所占百分比为０１０％；采用企业
名称７个，所占百分比为００６％。见表３。

表３　用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命名的中成药

中成药

名称

数量

（个）

百分比

（％）
举例词

含人名 １８ ０１６
华佗膏、周公百岁酒、葛洪脚气水、陆英

糖浆、帕朱胶囊、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

万氏牛黄清心片（丸）

含地名 １１ ０１０

云南白药酊、云南红药散、云南花粉片、

云南白药创可贴、云南白药膏、广东凉

茶颗粒、佛山人参再造丸、昆明山海棠

片、罗浮山百草油

含企业名 ７ ００６
云南白药酊、云南红药散、云南花粉片、

南白药创可贴、云南白药膏、同仁牛黄

清心丸、桂龙咳喘宁片

３２２　一般不应含有濒危受保护动植物名称　通
过对数据库进行筛选分析，结果显示含有“麝香”

“熊胆”“鹿”“龟”“羚羊”“蛤蚧”和“虎”等濒危受保

护动植物中成药名称数据（以上包括中成药药品名

称相同，但规格或者剂型和生产企业不同）见表４。

表４　含有濒危受保护动物名称的中成药

中成药

名称

数量

（个）

百分比

（％）
举例词

含“麝香” ５０ ０４５ 麝香接骨胶囊、麝香正骨酊、麝香暖脐膏

含“熊胆” ３５ ０３２ 熊胆胶囊、熊胆含片、熊胆丸

含“鹿” ５９ ０５４ 鹿茸口服液、复方鹿仙草片、全鹿丸

含“龟” １７ ０１５ 龟甲胶、龟蛇酒、龟甲养阴片

含“羚羊” ５ ００５ 羚羊感冒片、羚羊感冒胶囊、羚羊清肺散

含“蛤蚧” １２ ０１１ 蛤蚧定喘丸、蛤蚧大补胶囊、蛤蚧党参膏

含“虎” １２ ０１１ 复方虎杖烧伤油、虎力散片、四虎散

３２３　“避免暗示、夸大疗效”原则　通过数据的筛
选分析，结果显示含“降糖”“降压”“降脂”“消炎”

和“癌”等中成药名称数据见表５。

表５　含“降糖、降压、癌”等字样的中成药名称

中成药

名称

数量

（个）

百分比

（％）
举例词

含“降糖” ５７ ０５２ 杞黄降糖胶囊、益津降糖胶囊、降糖甲片

含“降压” ４０ ０３６
清脑降压片、复方夏枯草降压糖浆、复方

羚角降压片

含“降脂” ４４ ０４０
山楂精降脂分散片、降脂减肥片、降脂灵

胶囊

含“消炎” １５８ １４４ 消炎利胆片、止痒消炎水、牛黄消炎片

含“癌” ５１ ０４６
消癌平滴丸、消癌平口服液、消癌平胶

囊、消癌平片

３２４　不应采用夸大、自诩、不切实际的用语　经
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成药药名含“宝”“灵”“精”

“强力”“速效”和“精制”等溢美之词中成药名称数

据见表６。

表６　含有“宝、灵、精”等字样中成药名称

药品名称 数量（个） 百分比（％） 举例词

含“宝” １１３ １０３ 妇康宝口服液、肾宝合剂

含“灵” ４４１ ４０１ 小儿清热灵、消渴灵片

含“精” １１９ １０８ 山楂精降脂分散片

含“强力” ３７ ０３４ 强力枇杷露、强力止咳宁胶囊

含“速效” ７ ００６ 速效止泻胶囊

含“精制” ３０ ０２７ 精制银翘解毒片、精制冠心片

４　关于《意见稿》中成药命名的建议
４１　新老药不能“一刀切”　传统中成药名称有它
独特的文化特色和中医药内涵，如果按照《意见稿》

不加考虑直接修改，既不合情理，也是对中国传统中

医药文化传承的不尊重。但是现代中成药当中确实

存在夸大疗效，诱导消费者的现象，所以对老药和新

药应该分开来看，保留正确的，修改错误的，将老药

和新药进行分类并制定不同的标准［４８］。例如以被

大众认可的，疗效好的，口碑好的品牌从旧，新审批

的，不被大众所认可的中成药必须严格按照新规定

进行改革。

４２　封建迷信界定应审慎　《意见稿》中的基本原
则中“不应采用封建迷信或低俗不雅用语”。对于

“封建迷信”，很难给出一个明确标准的界定范围，

中医药的发展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两者关

系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特点，中医药的命名方式也融合在其中，经历过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医药名也深刻地折射出中

国传统文化缩影。因此到底是传统文化还是封建迷

信，该如何界定？确实说不清楚。

４３　人名、地名、企业名命名应具合理性　对于用
地名命名，中药讲究道地，道地药材的质量、疗效有

一定保障，而地名则是道地药材的最好体现。同种

药材不同产地其功效也不同，比如产于四川的川贝

味甘质润，偏于润肺止咳；产于浙江的浙贝清热力较

强，偏于清肺化痰［９］。因此，用地名命名是合理的，

不能禁止。云南白药企业已经有了 ４００多年的历
史，不仅是中华老字号品牌，其药品的疗效也赢得了

西方国家对中国传统中医药的认同和尊重。一旦改

名，中医药的形象将会受到冲击，中成药企业也会遭

到巨大人力、财力损失，树立起来的百年品牌的信

誉、公共认知将会坍塌。用人名命名与夸大、自诩，

误导消费者没有必然关系。中成药的命名中把人名

考虑在内，是对发明人贡献的一种认可和尊重，也是

鼓励人们发明、创新的体现。如马应龙痔疮膏、冯了

性风湿跌打药酒、史国公药酒等已经形成了一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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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证、消费者信赖的品牌。但对于存在借助名人

效应炒作药品的现象应坚决摒弃，名人效应往往是

商家为了提高经济利益而炒作的结果，如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数据库中的中成药药名“华佗膏”，其功效是
杀菌止痒，用于治疗鹅掌风、癣症湿气，成份为腊梅

油、樟脑、水杨酸等，此中成药虽然命名为“华佗

膏”，但并不是华佗所创的方药，而是生产商家为了

扩大药品知名度和提高药品销售量，利用老百姓对

华佗精湛医术的信赖心理而采取的商业手段，它直

接造成了对消费者的洗脑与心理暗示。

４４　以濒危动植物名称命名不能一概而论　含有
濒危受保护动、植物名称命名的中成药，需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现代社会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

视保护濒危动植物［１０１１］，因此以濒危受保护动、植物

名称命名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现代和谐理念相悖，

其主要目的是禁止以濒危受保护动、植物入药，但是

限定命名原则，仅仅只是中成药名称改变，成分不

变，也无济于事。现今有些以濒危受保护动、植物作

为原料的药味如麝香、虎骨粉等已经找到人工研制

的方法代替，这样既不违背保护濒危动、植物的国际

理念，又可以达到中成药的治疗疗效。另外，一些中

成药名称中尽管含有“虎”的字样，但实际成份中并

无濒危受保护的“虎”，如虎力散片由制草乌、三七、

断节参、白云参４味药组成。四虎散由生天南星、生
草乌、生白附子、生川乌四味药组成。它们的成分中

并无“虎”之踪迹，中成药命名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

相关，虎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它一直被当作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以“虎”字

命名，只是借助“虎”来比喻药物疗效如虎般迅猛。

还有与“虎”无关的油剂“复方虎杖烧伤油”，由虎

杖、龙骨（煅）、象皮（制）、冰片、黄连、甘草六味药组

成，“虎杖”虽然含“虎”，但是它是一味中药材，因此

类似这些名称都不应受限。

４５　夸大、自诩、不切实际的用语应适当规范
４５１　含“降糖、降压、降脂、消炎、癌”等字样的中
成药名称　这些字词会给予患者强烈心理暗示，虽
然这些字样对中成药功能主治起到方向性的指示作

用，但是这其中存在许多漏洞。１）中医并无“血糖”
“血压”“血脂”“消炎”“癌”等专业术语，它们不属

于中医学的范畴，因此更不可能作为中成药通用名

称命名的标准；２）这些所谓的降糖、降压、抗癌的中
成药，如：降糖甲片、清脑降压片、降脂灵胶囊、消炎

利胆片、消癌平胶囊等，它们的确切疗效如何，到目

前为止没有足够的临床试验数据和药品上市临床再

评价来支撑；３）这些药品主治范围过于笼统，如：消
癌平片这类药到底消的是什么癌？难道能够治愈所

有癌症？降糖甲片是用于降什么类型的糖尿病？降

脂灵胶囊是用于降什么类型的高脂血症？清脑降压

片是用于降什么类型的高血压？都没有明确的主治

范围，而这些字样都不属于中医学的范畴。现代药

理学强调病理分型，而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明显是

生产商家为了推动经济效益而使用老百姓最关注的

字眼命名中成药，把西医术语生搬硬套到中成药的

命名上。

４５２　含有“宝”“灵”“精”“强力”“速效”等用语
的中成药名称　只是借助这些用语迷惑消费者，诱
导其购买以促进销售额，但实际并无所谓神效。如

速效止泻胶囊，因其名称中含有“速效”二字，很多

消费者腹泻之后，便买来服用。中医治疗注重辨证

论治，这款止泻药并不是对于所有类型的腹泻都有

效，用“速效”二字只是夸大它的疗效。含有“秘制”

“御制”等溢美之词的古方，不应该改名，保留古方

的命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但被商家

用来恶意炒作的，应坚决摒弃。另外我们认为，中成

药的生产厂家们应该在提高中成药的疗效上多下功

夫，而不是一味地利用夸大自诩的用语误导消费者

制造商业利益。但是对于含有此类用语的中成药改

名不能一笔抹煞，需要对不同药名适当区分，特殊对

待。我们认为中成药名称中含有上述字样的，比如

风油精、速效救心丸、肾宝合剂等已经被大众所认可

且疗效突出的中成药，没有必要改名字［１２１３］。

５　关于中成药发展的建议
５１　加强中药材的种植和生产等环节　目前日本
汉方药占据了全世界９０％的中药市场销售份额，这
一成绩应归结于严格的生产质量管控，其品质疗效

及其安全性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信任。而国内一

些药农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或未按规定时间或超过

采收，使中药质量下降。很多厂商不按规定的炮制

方法炮制药物，使药物的疗效大大下降。随着中药

材品种的增多，市场上的假药也越来越多。一些药

材商以假乱真、真假掺杂，向消费者销售假冒、伪劣

药材。另外，药材的储存不当也会影响药效。所以

对中成药的监管需从根源入手，重点解决种植、生产

等环节的问题。

５２　完善说明书标注　药品说明书是指导安全用
药、避免出现差错事故的重要依据，是具有法律意义

的文件，而中成药说明书中的不良反应和禁忌证等

方面标识不明确的现象明显泛滥。药品的制作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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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过程具有严谨的科学性，需要严格的质量监控

和全方面的药物测试实验，因此说明书需要明确的

态度，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解释。中成药的制作过程

缺少药品不良反应和禁忌证等方面的检测和评估，

而这两项正是药品安全检验标准的重要指标。因此

中成药生产经营企业机构等应对所生产的中成药发

生的不良反应等进行分析、评价，并应采取有效措施

减少和防止药品不良反应的重复发生。省、自治区、

直辖市药品监测中心应及时对中成药不良反应等报

告进行核实，作出客观、科学、全面的分析，并将分析

评价意见上报国家药品监测中心，由其作进一步的

分析评价。此外，也建议启动中成药上市后临床再

评价。

５３　重视中医药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　中医药
传统文化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医学瑰宝，具有民族独

特性。据报道，目前中药专利被外国抢注的多达１
０００多项，其中超过８０％的中成药处方掌握在日本、
韩国、德国手里。早在几年前，日本就已经向国际申

请了张仲景经典医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里的

２１０个古方的专利，并且被批准获得专利，成为正式
医疗用药。张仲景经典古方被日本无偿地用于商业

开发，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每年仅日本的

汉方药生产总值就已超过 １０００亿日元。除此之
外，日本的药王园则利用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发展

本国的旅游事业，其建造的阴阳池、药茶屋、五行广

场、药王馆、药膳餐厅等项目，均为日本赢得丰厚的

利润［１５１６］。对我国来说，类似上面的中医药传统医

药知识被发达国家当作“免费大餐”的事件屡见不

鲜，他们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不遗余力地对中医

药进行商业研发。发达国家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不

当侵害，使处于“公知领域”的中医药传统知识面临

流失，潜藏着可能损害中医药可持续发展并威胁国

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隐患。因此，国家应当对中医

药及其理论的知识产权高度重视，建立并完善中医

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启动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报工作，建立张仲景文化知识产权保护名录，并且

积极推动相关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建立等措施，这

样才能避免受到他国的不当侵害。

６　总结与展望
中成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是药物资源重

要组成部分，当今时代发展趋势为中成药产业孕育

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中成药改名不能一刀切，

且行且审慎，既要摒弃不合理的中成药改名方式，又

要尊重和保留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建立符合中医

药特点的管理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１７］，使

中医药的发展能够与时代接轨，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更加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

信，促进中医药产业化和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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