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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 “地格达”类蒙药资源调查与混乱品种整理研究”（２０１７０２１２１）；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蒙医药标准化项目 “６种蒙药材的质量标准化研究”（２０１７［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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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晓花和朱翔慧为共同第一作者

“地格达”类蒙药在蒙药复方制剂中的应用情况
△

晓花１ａ，朱翔慧２ａ，伊乐泰２，李彩峰２，李辉２

（１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内蒙古　呼伦贝尔　０２１００８；
２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２０）

［摘要］　 “地格达”类蒙药为蒙医常用药，具有清热解毒作用，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在临床上疗效显

著，应用广泛。为了解 “地格达”类蒙药在蒙药复方制剂中的应用情况，本文以蒙成药标准、规范和内蒙古各蒙医

医院、蒙中医院制剂室应用情况为依据，收集整理含 “地格达”类蒙药的复方制剂，对其制剂剂型、入方品种、功

能主治、临床应用情况进行分析统计，为今后优化提升 “地格达”类蒙药和蒙成药标准提供参考，为加强 “地格

达”类蒙药在复方制剂中的综合开发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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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格达”类蒙药性寒，味苦，具有平息

“协日”，清热，愈伤之功效，为蒙医常用药之

一，应用历史悠久。“地格达”类蒙药在地格达
４汤、地格达３汤、伊赫哈日１２味散、玛努１０
等１００多种复方制剂中作为主要或配伍使用，即
可清 “协日”，凉血，清槽归精，活血止痛；主

治 “赫依”、 “协日”血热引起的各种头疼等病

症［１］，其为蒙古游牧民族的医疗健康事业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在蒙医药界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民族医药的快速崛起，蒙医药事业

快速发展，对 “地格达”类蒙药主流品种筛选与

鉴定、活性成分筛选、药效物质基础、质量评价

等现代研究报道很多，但缺乏 “地格达”类蒙药

在复方制剂应用情况、入方品种、临床用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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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系统调研与分析，具有脱离事实、忽视

临床实际应用的现象。本文统计分析蒙成药标

准、规范中含 “地格达”类蒙药的复方制剂、数

量、剂型、入方品种、功能主治、临床应用情况

的同时，系统调研内蒙古区域内各蒙医医院和蒙

中医院制剂室，并对收集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对

比分析，为今后加强 “地格达”类蒙药在品种整

理、品质评价、复方制剂、新药研发中的综合开

发研究提供数据参考，为优化提升 “地格达”蒙

药标准和蒙成药标准提供基础保障。

１　对蒙成药标准和制剂规范中含 “地格达”类蒙

药制剂的品种统计

　　对 《内蒙古蒙成药标准》［２］（１９８４版）、 《内蒙
古蒙成药标准》［３］（１９８８版、补充本）、《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４］（１９９８版）、《内蒙古蒙药制
剂规范》［５］（２００７版）、 《内蒙古蒙药制剂规范》［６］

（２０１４版）等５个蒙成药标准和规范中含 “地格达”

类蒙药复方制剂的品种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见

表１、表２。

表１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品种统计表

序号 方剂名
“地格达”类蒙药

入方品种
功能主治 剂 型 标 准

１ 阿嘎日３５ 地格达、紫花地丁 调节 “赫依”热、“粘”交争。用于山川间热，“赫依”、热兼盛，胸满气

喘，干咳痰少，游走刺痛，心悸失眠，神昏谵语。

散 剂、

胶囊剂

８４、 ８８、
９８版

２ 额日赫木８ 当药、紫花地丁、地

格达、苦地丁

清热解毒。用于炽热，血热，脏腑之热，肺热咳嗽，痰中带血，肝火肋痛。 散 剂、

胶囊剂

８４、 ８８、
９８版

３ 伊赫汤 当药、紫花地丁、苦

地丁

收敛，解毒，调节寒热。用于 “宝日”扩散， “赫依”、 “协日”、 “巴达

干”失调，久病不愈，身倦体怠，口干，食欲不振，胃脘疼痛。

汤 剂、

散剂

８４、 ８８、
９８版

４ 德都古日古木

７
当药、紫花地丁 清血热。用于肝瘀血热，肝区疼痛，目肤发黄，尿黄。 丸 剂、

散剂

８４、９８版

５ 壮西２１ 当药、紫 花 地 丁、

地丁

祛 “宝日”病。用于 “宝日”病，初、中期暖气吞酸、胸背作痛，气滞血

瘀，血热陷胃。舒肝健胃，制酸消胀。用于肝胃气滞，痞闷不舒，噎膈反

胃，恶心吐酸，消化不良等症。

散 剂、

丸剂

８４、９８版

６ 敖必德斯２３ 当药、紫花地丁、苦

地丁

清瘟解毒。用于隐热病，瘟热内陷，肝脾血热，尤其对 “巴达干”热症

有效。

散剂 ８４、９８版

７ 地格达８ 当药、紫花地丁、苦

地丁

清 “协日”，泻肝火，利胆。用于 “协日”热引起的头痛，目肤和小便赤

黄，肝胆之热，黄疸等症。

散剂 ８４、９８版

８ 给旺９ 地格达、苦地丁 清肝，凉血。用于受损性肝热，肝血热盛，黄疸，肝热，肝 “宝日”，“宝

日巴达干”等症。

散剂 ８４、９８版

９ 伊赫哈日１２ 当药、紫花地丁、苦

地丁

清 “协日”热。用于 “协日”病，目肤发黄，瘟疫，瘟疫陷胃，口渴烦

燥，消化不良。

散剂 ８４、９８版

１０ 地格达４ 当药、紫花地丁、肋

柱花

清 “协日”，凉血，清糟归精。用于血热相博，肝胆热，咽喉肿痛，口渴

烦躁。

汤 剂、

散剂

８４、９８版

１１ 敖必德森古日
古木１３

地格达 消 “粘”，清热，止痛。用于血热头痛，鼻炎，牙痛，正偏头痛，脑部

刺痛。

丸剂 ８４版

１２ 查格得日 当药、紫花地丁 消 “粘”，祛 “亚玛”病，清血热。用于 “亚玛”病诸症，风湿、类风湿、

皮肤病，偏正头痛，血热头痛，脑刺痛，中风初期，白脉病。

丸剂 ８４版

１３ 玛努１０汤 当药、紫花地丁 清血，祛 “赫依”、“协日”病。用于 “赫依”、“协日”血热引起的各种头痛。 汤剂 ８４版

１４ 道古勒·额布斯

７汤
地格达、肋柱花 清热、解表、发汗。用于发烧、全身疼痛、流感。 汤剂 ８８、０７版

１５ 壮西４ 地格达、肋柱花 清 “协日”、止吐、止泻、消食。用于 “协日”病，巴达干协日、呕吐，

腹泻，协日性头痛，胃脘疼痛，食积胸闷，手掌脚心发热。

散剂 ８８、０７版

１６ 壮伦５汤 肋柱花 清浊热，凉血，燥 “协日乌素”，止痛。用于关节 “协日乌素”病，游痛

症，新久热，讧热。

汤剂 ８８、０７版

１７ 额勒吉根·楚斯

２５
地格达、紫花地丁 燥 “协日乌素”，散瘀。用于游痛症，关节炎，类风湿，败血性紫斑症。 丸 剂、

散剂

８８、 ９８、
０７版

１８ 给旺１３ 当药、苦地丁、地

格达

清热凉血、止血。用于肝 “宝日”、月经过多、吐血、外伤出血。 丸 剂、

胶囊剂

８８、９８版

１９ 古日古木１６ 地格达、地丁 清肝、解毒、凉血。用于新旧肝热，急慢性肝炎，肝区疼痛、食欲不振，

黄胆，肝热诸症。

散剂 ８８、９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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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方剂名
“地格达”类蒙药

入方品种
功能主治 剂 型 标 准

２０ 查干泵阿１３ 地格达、紫花地丁 清 “协日”热、解瘟。用于瘟疫热，炽热、血热、肝胆胃肠热。 丸剂 ８８、９８版

２１ 嘎巴拉３汤 地格达、紫花地丁 清热、止痛。用于 “赫依”、“协日”引起的头痛、闹刺痛。 汤 剂、

散剂

８８、９８版

２２ 阿如拉１０ 地格达 清肾热。用于肾热，肾损伤、小便不利、尿频、腰腿酸痛。 散剂 ８８版

２３ 额日赫木２５ 地格达 清肺、益肺、止咳。用于肺热咳嗽、咳血、痰稠色黄、胸闷气短、鼻塞

不通。

散剂 ８８版

２４ 嘎古拉１９ 地格达 理中健脾。用于脾脏寒热诸症。 散剂 ８８版

２５ 洪林５汤 地格达 清热、解毒、用于炽热、讧热、肝热、血热头痛。 汤剂 ８８版

２６ 忠伦５汤 地格达 清热、燥 “协日乌素”、止痛。用于游痛症、新久热、讧热、关节炎。 汤剂 ８８版

２７ 地格达布日莫
勒

扁蕾 清热燥湿，利水干黄水，用于小儿腹泻，肠胃炎。 颗粒剂 ９８版

２８ 钦纳得棍斯勒 地丁 舒肝清热，健胃消食。用于急、慢性肝炎，脾胃虚热，骨蒸烦闷，食欲不

振，恶心呕逆等症。

丸剂 ９８版

２９ 喜给日地格达 花锚 清 “协日”，利胆退黄。用于 “协日”热引起的肝胆热症，黄疸。 片剂 ９８版

３０ 地格达３ 苦地丁 活血止痛。用于血热，头痛。 散剂 ９８版

３１ 波仁阿如１０ 紫花地丁 清肾热。用于肾热，肾损伤、小便不利、尿频、腰腿酸痛。 散剂 ９８版

３２ 阿润洗剂 扁蕾 止痛，止痒，杀 “粘”，消肿。用于关节肿痛，外因瘙痒，肛门湿疹，脱

肛，痔疮。

洗剂 ０７版

３３ 何吉根汤 扁蕾 清热，解毒，止咳，化痰。用于感冒发烧，流感，瘟疫，肺热，咳嗽，胸

部疼痛。

汤剂 ０７版

３４ 额力根何吉根
汤

苦地丁 清肝，祛瘟，凉血。用于肝热，肝久热，肝血、“希日”相搏，肝胆 “粘”

热，血热头痛。

汤剂 ０７版

３５ 洪林１６散 苦地丁 清 “希日”热。用于肝、胆血 “希日”热，黄疸，肝区疼痛。 散剂 ０７版

３６ 阿木古楞２１散 肋柱花 祛 “巴达干”，温胃，暖宫。用于食不消，胃腹胀满，小腹疼痛，宫寒，

白带增多。

散剂 ０７版

３７ 阿日善１０汤 肋柱花 清热，消 “粘”。用于瘟疫热症，感冒咳嗽。 汤剂 ０７版

３８ 伯仁７汤 肋柱花 清热，凉血。用于肾脉热症。 汤剂 ０７版

３９ 嘎布日１８散 肋柱花 清热。用于内外伤热。 散剂 ０７版

４０ 哈玛日乌日乐 肋柱花 清热，解毒，杀 “粘”，消肿。用于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

鼻塞，流涕，头痛。

丸剂 ０７版

４１ 呼和浩来１０丸 肋柱花 清肝，凉血。用于肝热，慢性肝炎。 丸剂 ０７版

４２ 苏斯１２胶囊 肋柱花 清肝胆热，化瘀，消食。用于胆痞瘀症，胆石症，肝损伤。 胶囊剂 ０７版

４３ 伊布海１０散 肋柱花 消积，破痞。用于痞症。 散剂 ０７版

４４ 状西２５散 肋柱花 祛 “宝日”，调节寒、热相搏。用于 “巴达干宝日”病，胃及肝区疼痛，

腹泻，呕吐，胃溃疡，慢性肝病。

散剂 ０７版

４５ 竹岗８散 獐芽菜 清热，凉血。用于脏热病。 散剂 ０７版

４６ 奥·古日古木
１３丸

紫花地丁 清血 “希日”热，杀 “粘”。用于 “亚玛”病，头痛。 丸剂 ０７版

４７ 额日赫藤３汤 紫花地丁 燥 “协日乌素”，止痛。用于四肢麻木，发热，风湿，关节疼痛。 汤剂 ０７版

４８ 壮西色润召日
散

紫花地丁 清 “宝日”热。用于 “宝日”病初、中期嗳气，反酸，胸背作痛，气滞，

血淤。

散剂 ０７版

４９ 泵嘎日１７丸 当药 清热，解毒，止痛。用于胆囊炎，黄疸性肝炎。 丸剂 １４版

５０ 嘎布日２３散 当药 清热，杀 “黏”。用于炽盛热，陈旧热，“黏”热，“赫依”相红。 散剂 １４版

５１ 地格达１３丸 地丁 清肝，利胆。用于急慢性甲、乙形肝炎，胆囊炎，胰腺炎。 丸剂 １４版

５２ 嘎日迪２７丸 地丁 温肾，燥 “协日乌素”，舒筋活络。用于风湿性关节炎，半身不遂，静脉

拘挛，肾寒，腰痛。

丸剂 １４版

５３ 乌优１８丸 地丁 清肝，解毒。用于肝热，血热，黄疸，肝瘀，肝伤，刺痛。 丸剂 １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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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方剂名
“地格达”类蒙药

入方品种
功能主治 剂 型 标 准

５４ 阿如１７丸 苦地丁 燥 “协日乌素”，凉血，止痛。用于痛风，风湿性关节病，坏血病，遗精，

肌肉痛症。

丸剂 １４版

５５ 当玛古日古木
１２散

苦地丁 清糟归精，清肝解毒。用于肝热，配毒症， “亚玛”病，乙型肝炎，肝

硬化。

散剂 １４版

５６ 额勒更口服液 苦地丁 清肝，清热，祛瘟。用于肝血热，肝疫，急慢性病毒性肝炎。 合剂 １４版

５７ 嘎日迪１８丸 苦地丁 清热，促进 “赫依”血运行，通脉。用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失语。 丸剂 １４版

５８ 给旺１５丸 苦地丁 清肝，凉血，散瘀。用于肝胆热，肺病。 丸剂 １４版

５９ 麦冬１８散 苦地丁 疏肝，利胆，清热，解毒。用于急性肝炎，胆囊炎，胆石症。 散剂 １４版

６０ 米布仁７散 苦地丁 清热，利胆。用于胆痞病。 散剂 １４版

６１ 其查日干２４散 苦地丁 清血热，化淤。用于肝血热盛，胸肋刺痛，血瘀。 散剂 １４版

６２ 斯日道格８散 苦地丁 除 “希日”，破痞。用于 “协日”痞病。 散剂 １４版

６３ 苏格色日７散 苦地丁 清热，利尿，消肿。用于肾热，尿频，尿闭，血尿，尿痛。 散剂 １４版

６４ 希日音５汤 苦地丁 除 “希日”热。用于黄疸病。 汤剂 １４版

６５ 朱如拉２５散 苦地丁 清血热，化淤。用于 “宝日”病，嗳气吐酸，胸背作痛，胃痛。 散剂 １４版

６６ 靶喉琪达格琦散 肋柱花 清热解毒，祛瘀散结。用于甲亢、急慢性甲状腺炎。 散剂 １４版

６７ 伊布海１２散 肋柱花 活血，化瘀，散结。用于甲状腺瘤，乳腺瘤，子宫瘤，甲状腺结节。 散剂 １４版

６８ 朱如拉４汤 肋柱花 祛 “巴达干”热，止咳。用于上腹疼痛，反酸，腹胀，口干，口渴。 汤剂 １４版

６９ 阿拉坦阿如拉
１５散

印度獐芽菜 清热，解毒，祛黄疸。用于肝胆热，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协日”性

腹泻。

散剂 １４版

７０ 阿嘎如１０丸 紫花地丁 清 “希日”，清肝热，利胆。用于胆囊炎，胰腺炎，急性胃肠炎，慢性

肝炎。

丸剂 １４版

７１ 地格达９丸 紫花地丁 清 “希日”，清肝，利胆。用于胆囊炎，胰腺炎，急性胃肠炎，慢性肝炎。 丸剂 １４版

７２ 合如和７汤 紫花地丁 清热，燥 “协日乌素”。用于风湿性关节炎，腰腿酸痛。 汤剂 １４版

７３ 尚普如木１１散 紫花地丁 活血，散瘀，消 “黏”，止痛，止血。用于内痔、外痔、肛裂、肛周围

脓肿。

散剂 １４版

表２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中不同品种 “地格达”的使用情况统计表

序号 入方药材名 ８４版 ８８版 ９８版 ０７版 １４版 合计 百分比

１ 紫花地丁 １１ — ８ ４ ４ ２５ ３４２５％

２ 苦地丁 — — ９ ２ １２ ２３ ３１５１％

３ 当　药 １１ ２ — — ２ １５ ２０５５％

４ 肋柱花 — — １ １２ ３ １６ ２１９２％

５ 地格达 ３ １４ — — — １７ ２３２９％

６ 地　丁 — — ３ — ３ ６ ８２２％

７ 扁　蕾 — — １ ２ — ３ ４１１％

８ 獐牙菜 — — — １ — １ １３７％

９ 花　锚 — — １ — — １ １３７％

１０ 印度獐牙菜 — — — — １ １ １３７％

注：“—”表示标准或规范中未记载含该品种的 “地格达”类复方制剂。

　　由表１、表２、图１可知，所统计 《内蒙古蒙成

药标准》（１９８４版）和 《内蒙古蒙成药标准》（１９８８
版、补充本）等５个蒙成药标准和规范中含 “地格

达”类蒙药的方剂共有７３种。“地格达”类蒙药复

方制剂以紫花地丁使用频次最多，占３４２５％；其次
苦地丁、地格达，占 ３１５１％、２３２９％；肋柱花、
当药也有一定比例，占２１９２％、２０５５％；同时还
有地丁、扁蕾、獐牙菜、花猫和印度獐牙菜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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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８２２％、４１１％、１３７％、１３７％、１３７％。

图１　 “地格达”类蒙药在蒙药复方制剂中使用情况

图２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剂型统计情况

２　对蒙成药标准和制剂规范中含 “地格达”类蒙

药复方制剂的剂型统计

　　对 《内蒙古蒙成药标准》（１９８４版）、《内蒙古

蒙成药标准》（１９８８版、补充本）、《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药品标准》（１９９８版）、《内蒙古蒙药制剂
规范》（２００７版）、 《内蒙古蒙药制剂规范》（２０１４
版）等５个蒙成药标准和规范中含 “地格达”类蒙

药复方制剂的剂型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见表３。

表３　含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剂型统计表

序号 剂型 ８４版 ８８版 ９８版 ０７版 １４版 合计 百分比

１ 汤　剂 ３ ３ — ７ ３ １６ ２１９２％

２ 散　剂 ９ ５ １４ ９ １２ ４９ ６７１２％

３ 丸　剂 ２ ３ ６ ３ ９ ２４ ３２８８％

４ 胶囊剂 — ２ １ １ — ５ ６８５％

５ 颗粒剂 — — １ — — １ １３７％

６ 片　剂 — — １ — — １ １３７％

７ 洗　剂 — — — １ — １ １３７％

８ 合　剂 — — — — １ １ １３７％
注：“—”表示标准或规范中未记载该剂型的 “地格达”类复方

制剂。

由表３图２可知，所统计含 “地格达”类蒙药

复方制剂的剂型共有 ８种，以散剂为主，占
６７１２％；丸剂其次，占３２８８％；汤剂、胶囊剂也
有一定比例，占 ２１９２％、６８５％；同时还有颗粒
剂、片剂、洗剂、合剂，各占１３７％。

３　对内蒙古各蒙药制剂室中含 “地格达”类蒙药

复方制剂的品种统计

　　对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呼和浩特市蒙
医中医医院、包头市中蒙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

附属蒙医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等内蒙古自治

区内３３家蒙医医院和蒙中医院制剂室中含 “地格

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品种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

见表４、表５。

表４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品种调查表

序 号 方剂名 “地格达”类蒙药入方品种 剂 型 应用单位

１ 阿嘎日３５（沉香安神散） 紫花地丁、肋柱花、獐牙菜、地丁、苦地

丁、灰绿黄堇、印度獐牙菜、尖叶假龙胆、

扁蕾、镰萼喉毛花

丸剂、散剂 １、２、３、４、６、８、９、１０、１２、１３、
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４、２５、
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

２ 阿那日１５ 紫花地丁 丸剂、散剂 ９、１９

３ 阿如１７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４ 阿如１８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５ 敖必德森古日古木１３ 紫花地丁、苦地丁、肋柱花、獐牙菜 丸剂 ４、１０、１１、１２、１８、２０、２８、２９、３０

６ 敖必德斯２３（清热二十三味散） 紫花地丁、苦地丁 丸剂、散剂 ３、６、９、１１、１２、１６、１８、２２、２５、
２８、３１

７ 泵嘎日１７ 紫花地丁 丸剂 ８

８ 波仁阿如１０（清肾热十味散） 紫花地丁、肋柱花、獐牙菜、地丁、苦

地丁

汤剂、散剂、

丸剂

１、２、３、４、６、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
１８、２０、２２、２４、２５、２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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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序 号 方剂名 “地格达”类蒙药入方品种 剂 型 应用单位

９ 伯仁７汤 紫花地丁 散剂 １２

１０ 查干泵啊１０ 紫花地丁 丸剂 １１

１１ 查格得日 紫花地丁、苦地丁、当药 丸剂 １、２、９、１１、１２、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２２、２８、

１２ 冲２７ 苦地丁 丸剂 ２４

１３ 党参１８ 苦地丁 丸剂 ８

１４ 道古勒额伯斯７汤 紫花地丁、肋柱花、獐牙菜、苦地丁 汤剂、散剂 ３、４、１０、１２、２８、２９、３０、３１、

１５ 德都古日古木１３ 紫花地丁 丸剂 ４

１６ 德都古日古木７ 紫花地丁、苦地丁、肋柱花、獐牙菜、

当药

散剂、丸剂 ３、６、８、９、１０、１１、１６、１７、１８、２２、
２３、２４、２５、２８、２９、３０、３１

１７ 地格达３汤（地丁三味汤散） 紫花地丁、当药 汤剂 ９、２３

１８ 地格达４（肋柱花四味汤散） 肋柱花、地丁、紫花地丁、当药、苦地丁、

獐牙菜

汤剂、散剂 １、２、４、５、６、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
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３、２８、２９、
３０、３１、３２、３３、

１９ 地格达８（利胆八味散） 苦地丁、紫花地丁、当药 汤剂、散剂 ２、４、６、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２２、
２３、２４、２５、２８、３１、３２

２０ 地格达９ 苦地丁、紫花地丁 散剂 ３

２１ 额力根何吉根汤 苦地丁 汤剂 ６

２２ 额日赫木８（清热八味散） 紫花地丁、苦地丁、肋柱花、獐牙菜 汤剂、散剂、

丸剂

２、３、６、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６、１８、
１９、２０、２２、２４、２５、２６、２８、２９、３０

２３ 嘎巴拉３（清热止痛三味汤散） 紫花地丁、苦地丁 汤剂、散剂、

丸剂

２、６、９、１１、１２、２４、２９、

２４ 嘎布日２５ 紫花地丁 丸剂 １

２５ 嘎古拉１９ 苦地丁、紫花地丁 散剂、丸剂 ３、１０、１２、２７、３１

２６ 嘎古啦９ 紫花地丁 散剂 １１

２７ 给旺１３（牛黄十三味丸） 紫花地丁、苦地丁、印度獐牙菜、尖叶假

龙胆、扁蕾、镰萼喉毛花

丸剂 ３、８、９、１１、１３、２０、２８、２９、３１、

２８ 给旺１８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２９ 给旺９（清肝九味散） 苦地丁、紫花地丁、肋柱花、獐牙菜、

地丁、

散剂、丸剂 ２、３、６、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６、
１８、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８、 ２９、
３０、３１

３０ 古日古木１６（西红花十六味散） 紫花地丁、地丁、苦地丁 散剂、丸剂 ３、１０、１２、１８、２４、３１

３１ 海鲁鲁格其９ 苦地丁 丸剂 １０

３２ 洪林１６ 紫花地丁、苦地丁 散剂 ６、２２、２９

３３ 洪林５ 紫花地丁 汤剂 １１

３４ 黄连１２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３５ 玛努１０ 紫花地丁 汤剂 １、４、１６、１８、２９

３６ 查干泵阿１３（麦冬十三味丸）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１０、１２、２４

３７ 满纳格古日古木１３ 苦地丁、肋柱花 丸剂 ２４、３１

３８ 莫布仁８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３９ 尼达金道格 紫花地丁、灰绿黄堇、苦地丁 丸剂 ３、７、８、２４、２７

４０ 查格德力日布 苦地丁 散剂 ２４

４１ 额勒吉根·楚斯２５（琪素２５） 紫花地丁、肋柱花、獐牙菜、地丁、苦地

丁、印度獐牙菜、尖叶假龙胆、扁蕾、镰

萼喉毛花、

丸剂 １、２、３、４、６、８、９、１０、１２、１３、
１４、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８、３０

４２ 钦纳得棍斯勒（清肝二十七味丸） 苦地丁、紫花地丁、地丁 丸剂 １８、１９、２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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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序 号 方剂名 “地格达”类蒙药入方品种 剂 型 应用单位

４３ 让布阿如１８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４４ 森布如古登得吉德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４５ 苏格木勒２２ 紫花地丁 丸剂 ４

４６ 吐来乌日勒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４７ 希日音汤 苦地丁、紫花地丁 汤剂 ３

４８ 伊赫哈日１２（哈日十二味散） 紫花地丁、苦地丁、当药 汤剂、散剂、

丸剂

２、３、４、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３、２４、
２６、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

４９ 伊赫汤（调元大补二十五味汤

散）

紫花地丁、肋柱花、苦地丁、肋柱花、獐

牙菜、印度獐牙菜、尖叶假龙胆、扁蕾、

镰萼喉毛花

汤剂、散剂 １、２、３、４、６、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４、２５、２６、
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３

５０ 扎拉钦１６ 苦地丁、紫花地丁 丸剂 ３

５１ 壮伦５ 肋柱花、紫花地丁、苦地丁、獐牙菜、印

度獐牙菜、尖叶假龙胆、扁蕾、镰萼喉

毛花

汤剂、散剂 １、３、４、７、９、１２、１３、１９、２４、２９、
３０、３１

５２ 壮西２１（利肝和胃丸） 紫花地丁、肋柱花、獐牙菜、当药、苦

地丁

散剂、丸剂 １、２、３、４、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５、２６、
２８、２９、３０、

５３ 壮西４ 紫花地丁、苦地丁 散剂 １２、２４

注：１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２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３包头市中蒙医院；４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蒙医医院；５通辽市蒙医研究
所；６鄂尔多斯蒙医医院；７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８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９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１０巴彦淖尔市蒙医医院；１１兴安盟
蒙医医院；１２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１３阿拉善盟蒙医医院；１４达茂旗蒙医院；１５克什克腾旗中蒙医院；１６阿鲁科尔沁旗蒙医医院；１７
奈曼旗蒙医医院；１８库伦旗蒙医医院；１９科左中旗蒙医医院；２０扎鲁特旗蒙医医院；２１通辽市蒙医整骨医院；２２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蒙
医医院；２３满洲里市中蒙医院；２４新巴尔虎左旗蒙医医院；２５新巴尔虎右旗蒙医医院；２６鄂温克旗蒙医医院；２７乌拉特后旗蒙医医院；
２８兴安盟科右中旗蒙医医院；２９扎赉特旗蒙医院；３０锡林郭勒盟东乌旗蒙医医院；３１锡林郭勒盟西乌旗蒙医医院；３２阿巴嘎旗蒙医医
院；３３正蓝旗蒙医医院。

表５　内蒙古３３家制剂室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中

不同品种 “地格达”的使用情况统计表

序号 入方药材名

“地格达”

类蒙药复方

制剂数

蒙药复方

制剂中的使

用百分比

应用医

院数

应用医院

百分比

１ 紫花地丁 ４６ ８６７９％ ２４ ７２７３％

２ 苦地丁 ４１ ７７３６％ １４ ４２４２％

３ 当药 ７ １３２１％ １ ３０３％

４ 肋柱花 １３ ２４５３％ ６ １８１８％

５ 地丁 ７ １３２１％ ３ ９０９％

６ 扁蕾 ５ ９４３％ １ ３０３％

７ 獐牙菜 １２ ２２６４％ １ ３０３％

８ 印度獐牙菜 ５ ９４３％ １ ３０３％

９ 尖叶假龙胆 ５ ９４３％ １ ３０３％

１０ 镰萼喉毛花 ５ ９４３％ １ ３０３％

１１ 灰绿黄堇 ２ ３７７％ １ ３０３％

由表４、表５、图３、图４可知，所统计内蒙古
自治区内３３家蒙医医院和蒙中医院制剂室中含 “地

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共有５３种，“地格达”类蒙
药复方制剂以紫花地丁使用比率比率最多，占

８６７９％；其次苦地丁，７７３６％；肋柱花、獐牙菜
也有一定比例，占２４５３％、２２６４％；同时还有当
药、地丁、扁蕾、印度獐牙菜、尖叶假龙胆、镰萼

图３　 “地格达”类蒙药在各医院蒙药复方制剂中的使用情况

·９８５１·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０卷　第１２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Ｄｅｃ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１２

图４　 “地格达”类蒙药在各家医院的使用情况

喉毛花和灰绿黄堇等品种，分别占１３２１％、１３２１％、
９４３％、９４３％、９４３％、９４３％、９４３％。３３家医院
以使用紫花地丁的医院最多，占７２７３％；其次苦地
丁，４２４２％；肋柱花、地丁也有一定比例，占
１８１８％、９０９％；同时还有当药、扁蕾、獐牙菜、
印度獐牙菜、尖叶假龙胆、镰萼喉毛花和灰绿黄堇

等品种，分别占３０３％。

４　对内蒙古各蒙药制剂室中含 “地格达”类蒙药

复方制剂的剂型统计

　　对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呼和浩特市蒙
医中医医院、包头市中蒙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

附属蒙医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等内蒙古自治

区内３３家蒙医医院和蒙中医院制剂室中含 “地格

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剂型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

见表６。

表６　内蒙古３３家制剂室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

剂型统计表

序号 剂型
“地格达”类

蒙药复方制剂数

复方制剂中

所占百分比

应用医

院数

应用医院

百分比

１ 汤剂 １４ ２６４２％ ２８ ８４８５％

２ 散剂 ２３ ４３３９％ ３０ ９０９１％

３ 丸剂 ３６ ６７９２％ ２７ ８１８２％

由表 ６图 ５图 ６可知，所统计 ５３种含 “地格

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剂型共有３种，以丸剂为主，
占６７９２％；散剂其次，占 ４３３９％；同时汤剂占
２６４２％。３３家医院使用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

剂以散剂为主，占９０９１％；其次汤剂８４８５％；同
时丸剂占８１８２％。

图５　不同剂型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

使用情况

图６　不同剂型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

在各家医院使用情况

５　分析与讨论

５１“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临床应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收录了１２种
蒙成药标准，但其中不包含 “地格达”类蒙成药标

准，因此本文未做统计［７］。 《内蒙古蒙成药标准》

（１９８４版）、《内蒙古蒙成药标准》（１９８８版、补充
本）等５个蒙成药标准和规范中含 “地格达”类蒙

药的复方制剂共有７３种。但如今各蒙医医院和蒙中
医院实际应用的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为 ５３
种，其中３０种复方制剂为被上述标准和规范所收录
的，其余２０多种为各医院院内制剂注册品种。间接
反映出蒙成药标准和规范收载的 “地格达”类复方

制剂品种存在与临床实际应用脱节的现象。表明部

分 “地格达”类蒙成药因蒙药材资源匮乏、临床疗

效欠佳等原因，基本退出临床实际应用。蒙成药标

准和规范作为依法制定的药品法典，应反映出地方

的药物政策导向，其内容必须科学，详实、严谨、

紧密结合临床实际，具有实用性和权威性。应加强

“地格达”类蒙成药标准的建设，对其中存在的不

规范和不贴近临床实际的现象进行整理，及时淘汰

“地格达”不合理品种。加强优化无标准，但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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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确切、应用广泛的 “地格达”类蒙成药（院内

制剂），增加和完善其安全性检测方法，建立科学

合理的质量控制指标和方法将其提升为标准或规

范，发挥蒙成药的独特竞争优势，让蒙药更好地为

人类健康服务［８１０］。

５２“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中 “地格达”入方品

种的使用情况

　　蒙成药标准、规范和实际应用的 “地格达”类

蒙药复方制剂均以紫花地丁为主，苦地丁其次，这

反映紫花地丁和苦地丁为 “地格达”类蒙药的主流

品种。当药、肋柱花、獐牙菜也有一定比例，反映

蒙医用于治疗疾病的用药特点，根据功效和临床疗

效不同，所使用的 “地格达”类蒙药品种也有所不

同。同时还有地格达、地丁、扁蕾、花锚、印度獐

牙菜、尖叶假龙胆、镰萼喉毛花和灰绿黄堇等品种。

蒙药材 “地格达”，历来基原较为复杂，涉及 ７科
１５属的４０多种药用植物。１９８１年内蒙古自治区卫
生厅召集各盟市从事蒙医蒙药和药品检验所的代表，

召开 《澄清蒙药品种及混乱品种座谈会》，基本澄

清了基原，达成共识，并在临床上得以应用。通过

系统分析发现，一是部分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

剂标准中还存在一药多原、模凌两可的记载，未达

到一药一名的要求，因此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

剂的实际应用中均存在入方品种不确定，针对性较

差，各医院应用情况随意性较强，同一个复方制剂

中入药的 “地格达”品种多原的现象。二是蒙成药

标准和规范中１７种含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入

方品种为 “地格达”，出现了入方品种不明确，表

述不严谨现象。三是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

临床实际应用中未统计到使用花锚的情况，表明花

锚的资源匮乏，无法满足临床应用需求。四是因

“地格达”类资源大幅度锐减，导致近年来 “地格

达”类蒙药多以其替代品入药现象，如尖叶假龙胆、

镰萼喉毛花和灰绿黄堇等标准中未收录的品种［１１１４］。

为了达到正本清原，恢复原貌，保证疗效为目的，

应按照、科学、严谨、简明、实用、质量可控性和

标准先进性的原则，对一药多原的 “地格达”类蒙

药品种，根据蒙医药理论，结合不同 “地格达”

类蒙药复方制剂所需的功能主治、临床实践经验，

核对和明确所用 “地格达”类蒙药材品种，应达

到一对一的要求，提高蒙成药标准的针对性和严谨

性。如地格达８味散，来源于 《森地格》，属传统

验方。以 “地格达”为主，具有清热，清协日功

能；治疗协日性头痛，中暑，黄疸，肝热等病症。

该方中的苦地丁并非传统蒙药地格达，不宜用苦地

丁，依据该方功效和临床实际应用，应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分册）》所收载

的肋柱花或花锚为宜。开展尖叶假龙胆、镰萼喉毛

花和灰绿黄堇等 “地格达”蒙药材的植物化学和

药理研究，明确其临床疗效、制定质量标准，寻找

蒙药 “地格达”的代用品是缓解 “地格达”类蒙

药资源的新方法与出路。对蒙成药标准收载的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进行了全面验证和复

核，提高质量标准整体水平和系统性、可行性与规

范性。

５３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剂型的使用情况

药品剂型是影响临床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蒙

成药标准和规范中收录的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

剂的剂型共涉及８类，使用频率由高至低依次为散
剂、丸剂、汤剂、胶囊剂、颗粒剂、片剂、合剂、

洗剂，多以内服制剂为主。这表明蒙药剂型的发展

在保持着蒙药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发新剂

型。但是医院实际应用的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

剂只涉及散剂、丸剂、汤剂３类。在蒙药散剂的制
备过程中，若是寒凉药则加适量白糖，温热药则加

适量红糖，再混匀而成，吸收消化虽较汤剂慢，但

疗效持久，在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中的使用

频率最高。其次丸剂和汤剂，丸剂吸收缓慢，但药

效持久、体积小，方便患者服用、携带、储存。汤

剂较丸剂、散剂等制备简单易行，吸收快，易发挥

疗效。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的临床用药剂型

单一，实际应用和生产未跟进蒙成药标准及规范的

步伐与药物政策导向，局限了其在蒙医临床的应用。

药品剂型是影响临床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加强

蒙成药标准、规范的实用性和权威性，推广应用

“地格达”类蒙药复方制剂剂型的合理选用。在蒙

医理论的指导下，保持蒙药疗效为前提，针对现代

疾病、现代患者的需求来研究优化蒙药复方制剂，

才能更好地发挥蒙药的临床作用，才能够深受医生

和患者的拥护，并提高蒙医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１５１９］。

·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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