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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A5

地道中药材很难觅
“现在地道中药材实在太少

了。”一位三甲中医院的药剂科主任
说，“从十年前开始，许多地道中药
已经见不到了踪影，这主要还是跟
目前市场巨大的需求有关。”
据介绍，所谓“地道中药”，是指

在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自然条件
中种植、生产出来的优质纯正药材。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究其原
因“水土异也”，作为植物精华的中
药材，是在长期特定的土壤和气候
条件中形成的，有其独特性，这种独
特性药材便是中医药界所公认和推
崇的“地道药材”，即特定地区所产
的优质药材。《本草衍义》中写道：
“凡用药必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
具，用之有据”。可见药材因自然条
件的关系，在功效方面也有所差异。
但是，随着市场对于中药材需

求的越来越大，不少地道中药的生
产已经逐步萎缩，更是出现了不少
性质恶劣的造假情况，华氏雷允上
总店的蒋经理表示，“有的中药材经
营者为了多得利，将劣质药材经过
挑选加工后充优质药材，逐渐成了
业内共知的事实。比如，栽培人参经
过挑选和拼接加工充野山参；体小

的三七粘接加工成体大的三七；国
产红参经过再加工改型充进口的高
丽参；红参出口后经过再加工以高
丽参之名再进口；国产人参经加工
以进口‘西洋参’之名销售等等。中
药种植归口农业、林业、科技等多个
部门管理，中药材市场监管难，质量
令人担忧，对广大市民来说，还是应
该到正规中药店购买，而不要轻信
集贸市场或者网上的销售渠道。”
现在很多临床的中医医生都有

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古籍中的汤药
用药量都非常小，而现在的草药动
辄几十克才能达到治疗效果？甚至
达不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究其根本
原因，不是医生的医术不精，而是因
为在配药时所使用的药材不是来自
地道的产地，有效成分含量低。
就在今年初，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取消了中药材 !"#（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官方认
证，改为备案制。国家简政放权，将
中药材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下放到
企业，希望通过强化监管引导市场
走向规范，引发行业热议。部分企业
通过自建种植模式，进行基地认证，
以保障产品品质，进而赢得市场竞
争。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对中药材流
通标准进行立项，今后的思路应是
通过在市场流通进行质量把关来倒

逼源头种植规范。

中医承受两种误解
“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

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全国优
秀中医临床人才、上海医学会科普
专科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医
院主任医师朱凌云说，“目前社会上
对于中医有两种误解：一种认为中
医是全能的，任何的疑难杂症，甚至
是绝症，似乎找到了中药就能治好；
另外一种则是全面否定中医，认为
中医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我觉得这
两种观点都不利于中医的发展。”
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药材的疑

虑，朱凌云认为，中医讲究的是辨证
施治，根据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
到的病人信息和资料，通过分析、归
纳和总结，综合地判断出疾病的病
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
系。中医治病，如同“用药如用兵”，
疾病形式多变，须结合临床根据疾
病变化随时调整用药方向。

近日，某周刊登载了一篇“中草
药肝损伤”的调查文章，其中提到：在
全国 $%家大型医院的药物性肝损伤
病例中，中草药占致病因素的 &'(。
)家大型专科医院的数据表明，超
过一半的药肝病例跟中药相关。一
种严重到能致死的肝病———急性肝

衰竭最主要的病因是中草药……愈
来愈多的医药学研究发现，一大类
传统中草药正在损害人的肝脏。长
期、大剂量的服用———包括中成药
和草药，均可能造成致命损害。
“是药三分毒，有些中药对于肝

会产生损害，而有的西药对于肝损
害的情况更加严重。”朱凌云说，“之
所以人们会对于‘中草药肝损伤’这
个命题十分关注，主要还是因为在
中药的损伤肝脏的机理并没有完全
认识清楚，不像在西药中，所有的化
学成分都已经十分明确，很多西药
说明书清晰告知了肝损伤风险，一
旦在用药过程中，医生发现并确诊
了肝病与药物之间的关联，就可能
选择停药和辅助性的保肝治疗。对
于医生来说，可以明确掌握情况，因
此我建议长期吃中药的患者，也应
该定期检查肝功能，这样可以及时
了解自己肝脏的健康情况。”
“究竟如何吃中药确实是一门

学问，不少人觉得中药就是拿到方
子，抓好中药，放到水里煎一下就可
以了，但其中大有学问。”据朱凌云
介绍，煎药时间应根据药性而定，一
般药为)'分钟。解表药、清热药、芳
香类药物不宜久煎，沸后煎$*+&'

分钟。滋补药先用武火煮沸后，改用
文火慢煎,'+%'分钟。煎药时要搅

拌药料&+)次。在方子中，医生还会
注明“先煎药”“后下药”“溶化药”等
等。因而，对于病患来说，学会煎药
更为重要，这决定了中药的疗效，因
而在拿到方子之后，一定要向医生
咨询如何煎煮。

谨慎选用秘方偏方
在“中草药肝损伤”调查的文章

中提到，一些极其严重的肝病与死
亡案例，均是中草药肝病患者采信
民间偏方，滥用中草药或超剂量、超
疗程服用中草药所致。特别是像何
首乌在民间传言可以乌发，土三七
则用来泡药酒，而这两种药物，都已
经有明确的肝损伤病例。
“现在就连一些药店都有中医

坐堂，还有不少打着‘中医’旗号的
养生馆，开出各种保健方子，但我还
是提醒病患要到正规的中医医院来
看病。”朱凌云说，“我曾接诊一位肾
结石患者，在吃了一剂中药后，病情
没有改善，我观察了病情之后，除了
开药，更是提醒他要及时做-超检
查。随着现在医学的发展，许多现代
诊疗手段对于治疗情况可以有一个
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于医生来说，可
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改变方子中的
一些成分，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同时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
今天，虽然中药材今不如昔，但

由此就说中医不行了，实在有点以
偏概全。通过对于中药的进一步研
究，加上通过现代化手段对于中草
药的提纯，会让传统中医焕发出全
新的活力。

中医真的会毁于中药吗？
!"

近日，中医药法(草案)第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对中药材种植养殖，草案增
加规定，特别提到“加强地道中药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严格管理农业投入品使用”等等，
这也让中药品质为许多病患所关注。一段时间以来，“中医将毁于中药”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说法实在有点危言耸听。

本报记者 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