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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遂，口眼 斜为主，以海风藤、络石藤配伍地龙、全蝎、
蜈蚣、僵蚕等养血活血，加强疏通经络之功。

目前我国对藤类中药的研究仅停留在某单一化学成分的药

效作用，表现在对药效的观察或对几个特异性指标的观测上，

零碎的研究多于连贯性、系统性研究，单一机制研究多于多种

机制的综合研究，缺乏一套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使藤类药

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出现一定脱节；且大多藤类药局限于对风湿

病的研究，对于脑病的研究甚少。如何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

建立并完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学者今后研究的目标之一。在临

床研究上，应根据中风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症状，正确应用藤

类药物，并重视药对的配伍，建立合理评测中药性味归经的客

观指标，明确藤类药剂量 - 毒性间的反应关系，以期为临床

提供更好服务；在基础研究上，应明确脑病的发病机制，充分

利用现代实验技术，更深入的探寻藤类药治疗中风的作用机

制，并对藤类药疗效评价及作用机理研究提供积极的指导，为

临床用药及开发新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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