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数较多 , 其中百草枯 49例 , 占 37.4%, 百草枯对

人体毒性较大 , 缺乏特效解毒剂 , 病死率高 , 应引起

足够重视;(4)67例提供的农药名称不规范 , 在农

药字典中无法查到 , 多数系 “三无” 产品 , 致使我们

对中毒患者无法提供确切的诊断与治疗措施 , 危害较

大 , 建议有关部门加大对农药生产的监管力度。

3.4　服毒自杀的预防干预及医疗救治

由于自杀不仅给众多的家庭带来精神痛苦和经济

负担 , 而且给社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经济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带给人们的应该是和谐稳定 、健康愉快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 , 而不应是高自杀率。因此 , 针对自

杀的流行病学特征积极地进行预防干预 , 是我们所面

临的主要任务。

服毒自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 我们从已掌握的

相关证据入手提出预防干预和救治的建议。本研究显

示绝大多数的自杀者选择口服农药或鼠药 , 因此 , 应

研制和生产对人畜低毒的农药以替代高毒农药;应严

格农药在生产 、 销售和使用过程中的管理;在农村地

区应该加强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 , 广泛宣传心理

卫生知识 , 开展精神卫生服务 , 及时为有自杀倾向者

提供心理咨询指导;组织开展对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

相关专业培训 , 特别是对乡镇卫生院 (所)医务人员

进行农药知识的培训 , 为中毒者提供及时的救治 , 减

少自杀者的中毒死亡率及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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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初探

杨辉 , 李卓 , 王丽萍

(辽宁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 辽宁 沈阳　110016)

　　本文对我国中药饮片长期存在着药名不统一 、 炮制不规
范 、 无质量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 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1　中药饮片名称 、 品种混乱

中药品种来源复杂 , 名称较多。如贯众来源于 6 科 35 种

植物 , 白头翁来源于 4 科 20 余种植物。 因地方习惯用药 , 一
物多名和同名异物现象比较普遍。如金银花有别名 6 个 , 半
夏与天南星都有野芋头之别名;又如金钱草为报春花科植物
对花过路黄的干燥全草 , 而有些地区则以豆科植物广金钱草
入药。

中药炮制品种也较多。一味中药常有不同的炮制方法。
如 《中国药典》 2000版介绍了大黄 、 黄连各有 3 种炮制方法 ,
但由于贮存 、 炮制生产 、 市场经济等因素 , 用于临床的一般
只有一二种规格品种。这就造成处方用药与应付差异。而目
前还没有统一的中药处方用名与应付技术 , 各地在使用中药
时大多沿用地方常规和习惯用药 ,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处方调
配差错及各地应付品种差异。
2　中药饮片质量问题
2.1　中药饮片掺伪现象

一是掺杂非药用部位。中药材都有其药用部位 , 或用其
根 、 茎 、 花 、 叶 , 或用其果实 、 种子 , 但因采收 、 加工 、 炮
制方法不当或受利益驱使 , 使非药用部位混入正品之中。 如

番泻叶药用部位为干燥小叶 , 《中国药典》 2000 版规定其杂质

不得超过 6%, 而部分饮片中则把复叶叶柄 、 叶轴及种子混入
其中 , 使杂质超过 6%;金银花药用部位为干燥花蕾或带初开
的花 , 常混有花梗或已开放的花。 二是掺杂相似品种或人工
加工品。常见用同科 、 同属不同种的品种掺伪 , 也有用来源
相近外形类似的品种或人工加工品进行掺伪。 如佛手片商品
中用葫芦科植物佛手瓜的果实切片伪充;款冬花用菊科植物
蜂斗菜的花蕾伪充。三是掺杂无机杂质。对一些价格较贵或
者用量较大的中药饮片掺杂无机杂质。如红花中掺入细砂或
锯末;秦艽用明矾增重;海金沙掺杂泥粉 、 细砂增重等。
2.2　中药饮片炮制不规范
3　解决办法

首先要加强药品管理。 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 关于中药饮片的规定 , 严格执法。还应加强市场管理 ,
层层把关 , 经营饮片的单位其供货 、 进货渠道应正规化 , 杜
绝伪劣药品。

其次应加速品种整理 ,做好质量标准规范工作。由于地区
习惯用药现象十分普遍 ,致使一些习惯用药混入正品中。如枸
杞子中正品宁夏枸杞子混有新疆和内蒙古所产的商品 ,使质量
下降。因此 ,对中药材种植也应有要求 ,要有种植基地 , 杜绝乱
种散种 ,以便从根源上控制药材质量 。对中药品种进行质量标
准化工作也十分重要。随着科学技术和中药现代化的发展 , 许
多先进的科技手段将应用于中药的鉴别上 , 如 DNA指纹图谱 、
生物芯片等技术在中药材鉴别上的应用等。

第三应对饮片进行规范化炮制。《中国药典》 2000 版制定

的 《炮制通则》 中对炮制药材用水及净制 、 切制 、 炮制的方
法 、 要求都做了规定。因此经营及用药单位要根据 《炮制通
则》 或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制定的 《炮制规范》 进行炮制 ,
以提高饮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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