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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臣药在蒙医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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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臣药为蒙医中常用清小儿肺热药，由天竺黄、藏红花和牛黄等量组成，具有清热、止咳功能。本方性凉，临床

上常做成散剂或丸剂，在《观者之喜》《甘露四部》《蒙医秘方荟萃》等蒙医药书籍中均有记载，但各书中所记载的配伍

剂量及入药药材有所差异。本文对三臣药在蒙医中的用法、性味、功能、临床配伍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整理出三臣

药在蒙医本草中的记载情况，再结合计算机软件分析，对三臣药各组分在蒙医药中的使用频率及用药规律进行分析，并

简要介绍三臣药各组分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为三臣药在蒙医药领域的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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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Application of Sanchen Medicine in Mongolia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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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nchen medicine is commonly used in Mongolian medicine to clear children’s lung heat, composing of Tianzhu 
Huang, Saffron and Bezoar equal composition. It has the functions of clearing heat and relieving cough. It is recorded in 
Mongolian medicine books such as “Joy of the Audience” “Four Parts of Manna” and “Gathering of Mongolian Medicine 
Secret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osage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recorded in the books. The article compares and 
analysis the usage, tastes, functions and clinical compatibility of Sanchen medicine in in Mongolian medicine, sorts out the 
records of Sanchen medicine in Mongolian medicine,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each component of the medicine in Mongolian 
medicine and the medication rule are analyzed with computer software,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f each component of Sanchen medicine is briefly introduced,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anchen medicine in the field of Mongolia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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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臣药是常用清小儿肺热药，由天竺黄、藏

红花和牛黄等量组成，具有清热、止咳功能。本

方性凉，临床上常做成散剂或丸剂，在《观者之

喜》《甘露四部》《蒙医秘方荟萃》等蒙医药书籍

中均有记载，但各书中所记载的配伍剂量及入药

药材都有所差异。为了更好地认识三臣药在蒙医

中使用情况以及充分发挥三臣药成分多样性和药

理作用广泛的优势，本文对三臣药的本草记载和以

三臣药组分同时入药的成方功效及配伍药材频率

进行归纳，同时对各组分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

行综述，以期为拓展三臣药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三臣药在蒙医药本草记载 
在命名方面，蒙医药专著、标准中，三臣药

常使用 3 种名称，即蒙药名“图喜木勒-3”，图喜

木勒用汉文翻译为臣，因此，汉文名为“三臣药”。

其在藏医中使用的名称音译为“伦布-3”，用于治

疗小儿肺热、肝热等病。 
由表 1 可见，不同书籍中三臣药组分和剂量

有所差异，而近代书籍中常用等量入药记载。 
2  三臣药在蒙医中的临床应用分析 

三臣药由治肺热之良药天竺黄、清肝热药藏

红花和清肝热、解毒、镇静之药牛黄等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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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臣药所用药材及剂量本草记载情况 
Tab. 1  Records of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dosages of  
Sanchen medicine 

所记载书籍 三臣药组分及剂量 
《观者之喜》 红花、竹黄、牛黄各 3 钱[1] 
《甘露四部》 竹黄 1.4 两、红花和牛黄各 0.8 两[2]

《蒙医秘方荟萃》 竹黄、红花各 1 两 5 钱、牛黄 1 两[3]

《哲对宁诺尔》 天竺黄、藏红花、牛黄等量[4] 
《密宗方海注释》 竹黄 1 两、红花和牛黄各 8 分[5] 
《医经十八支》 把牛黄、红花、竹黄用酒配制给药[6]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天竺黄、藏红花、牛黄各 15 g[7] 
《蒙医方剂学》 天竺黄、藏红花、牛黄等量[8] 
《蒙古学百科全书(医学卷)》 天竺黄、藏红花、牛黄等量[9] 
《蒙药方剂工艺流程》 天竺黄、红花、牛黄各 100 g[10] 

 
在 21 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蒙医药专业教材《蒙

药方剂学》中收录的 372 个成方中天竺黄、红花

或藏红花和牛黄同时入药的有 42 个，累计《内蒙

古蒙成药标准》《蒙药方剂工艺流程》《密宗方海

注释》《开·景雅敖其尔》等书籍上的收录，共在

82 个蒙成药中同时入药。 
2.1  三臣药组分在蒙医疾病中使用的统计分析 

蒙医药书籍中所收录的 82 个含有三臣药组分

的成方制剂，主治疾病 19 种，对用药频次进行统

计，结果见图 1。结果显示，三臣药组分主治疾病

主要涉及脏腑热、希拉热病、血热病等热症疾病，

恰与《中国医学百科全书》[7]记载“三臣药主治肺、

肝热等症”，《晶珠本草》[11]中记载“竹黄清肺热；

古日古木除肝病；给旺清疫、毒、肝和腑热”，《蒙

医方剂学》[8]中记载“三臣药清热、止咳，主治儿

童热性疾病，尤其用于治疗儿童肺热、肝热、肾热

和感冒等疾病”相吻合。 
 

 
 

图 1  含三臣药组分方剂中常见的主治疾病 
Fig. 1  Common diseases in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Sanchen 
medicine components 
 

2.2  常用药物频次分析 
在上述 82 个方剂中共涉及 151 味蒙药，与三

臣药组分配伍使用较多(频次≥10)的 32 味药物见

图 2。图 2 显示，三臣丸组分常与清热、调元、杀

黏、解毒作用的药物，如白檀香、诃子、麝香、丁

香等配伍使用，用于调节“血热、希拉热”等症。 
 

 
 

图 2  含三臣药组分方剂中常用药物使用频次 
Fig. 2  Usage frequency of commonly medicine in the 
prescription containing Sanchen medicine components 

 
2.3  基于关联规则组方分析 

对含三臣药组分方剂的用药高频核心组合进

行分析，得到组合频次>15 的常用核心药物组合

15 个，结果见图 3。图 3 全面地展示了三臣药组

分的用药规律，其常与治疗“希拉”和“赫依”、

清热、调元、杀黏、燥“协日乌素”类药物联用，

而使用频率 高的是与清热、调元、杀“黏”类

药物联用，如白檀香、诃子、麝香等。其与白檀

香、诃子、麝香配伍使用，用于治疗疫热入脉、

肝脾淤血、毒热、包如病等热盛之合并症；与檀

香、诃子、麝香、丁香、豆蔻、草果等配伍使用，

用于治疗毒热、隐伏热、陈热、包如病等；与檀

香、诃子、麝香、紫檀香、栀子、川楝子、木香

等配伍使用，用于治疗黑脉病、白脉病、中风、

疫病，肾热、热邪扩散于脉和黄水病。 
 

 
 

图 3  含三臣药方剂的用药高频核心组合分析 
Fig. 3  High-frequency core combination analysis of 
medicine containing Sanchen medicine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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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臣药组分研究进展 
3.1  三臣药组分蒙医药本草记载 

三臣药在各书中所记载的药量及入药药材有

所区别，现今院内制剂及蒙药厂所生产的三臣药

采用藏红花、天然牛黄和天竺黄等量配伍制成水

丸使用。 
对于这 3 种药材，蒙医药有独到的见解。《金

光注释集》(1660 年著)中写道[12]“给旺清疫、毒、

肝和腑热，来自动物体内。大象给旺对肝热、猪

给旺对疫热、熊给旺对毒热、羊给旺对腑热有较

好的解热作用；竹黄除肺病，清伤热，出自木中

的功效上等，出自水中功效中等，出自土中功效

下等；古日古木除肝病，有卡茄—古日古木、巴

拉布古日古木、香青兰和其其格古日古木 4 种”；

《蓝琉璃》(1680 年著)中记载[13]“上等给旺出自

大象肝内，棕色为上等、黄色为普通；竹黄白色

和无味的为好”；《必用药剂诸品》(1742—1750 年

著)中记载[14]“现在主要用牛给旺，其味苦、甘，

性凉、重、钝、软，具有清热、解毒、镇静作用。

长在胆囊中，一年四季都可采集；竹黄味甘，性凉、

软、重、钝，具有清热、止咳、除黄功效；古日古

木又叫额利根赛茵(肝之好的意思)，味甘、微苦，

性凉、重、钝、软、固，具有调经、清肝热、消肿、

止痛功效，夏天花色从黄变为红时采集，放在阴的

地方晾干使用”；《白晶鉴》(1752—1787 年著)中记

载[15]“竹黄出自于竹子，又名叫天竺黄，可用土

竹黄代替；古日古木中具有红黄花的卡茄—古日

古木为上等，而红色花的巴拉布古日古木为下

等”；《蒙药正典》(19 世纪中期著)中记载[16]“竹

黄为肺之好，因性凉、湿，对眼黄有治疗作用；

古日古木性凉、重，具有除肝新旧病功效”。 
近代蒙医药书籍《中国医学百科全书》(1992

年出版)中记载[7]：“红花蒙药名古日古木、额利根

赛茵(肝之好的意思)。其味甘、性凉，具有清肝热、

调经、活血、止血之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肝肿大、

肝血热盛、肝功能衰竭、月经不调、外伤出血等

症。藏红花又称西红花、番红花，蒙药名卡茄-古
日古木、卡西玛尔-古日古木。本品性味、功效、

应用与红花相同，但质量优于红花，孕妇慎用。

牛黄蒙药名为给旺，为牛科动物牛干燥的胆结石，

其味苦、甘，性凉；具有清热、解毒、镇静和安

神之功效；主要用于治疗疫热、肝热、目及全身

发黄、高烧和小儿抽风等症。天竺黄蒙药名葫芦

森竹冈，为禾本科植物青皮竹等因被寄生的竹黄

蜂咬洞后，于节间贮积的液汁，经干凝结而成的

块状物。本品味微甘，性凉，具有清热、止咳、

豁痰、凉心定惊之功效。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肺

热咳嗽、肺陈热、隐伏热等症”。  
3.2  三臣药组分的化学成分 

现代研究表明，红花主要化学成分包括黄酮

类、生物碱类和甾体类等，主要活性成分为红花黄

色素和羟基红花黄色素 A[17-18]。藏红花主要活性成

分为西红花苷，其含量与藏红花药材的质量优劣密

切相关。其中，发挥功效的主要活性物质为番红花

素、番红花醛、番红花酸和番红花苷等[19]。天竺黄

主要含有无机元素和氨基酸类成分[20]。 
3.3  三臣药组分的药理作用 

张婵[21]从红花与藏红花用量、功效区别进行

综述，表明藏红花每次用量需控制在<10 g，不然

容易造成头晕等症；在功效方面，藏红花的活血

功效是红花的十倍，而且只有藏红花有散瘀开解

功效。本文对红花与藏红花药理作用进行了比较

研究，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红花与藏红花化学

成分有所区别，但药理作用有很多相似之处。三

臣药另一组分牛黄由于天然形成周期长，导致数

量稀少和成本过高，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

出现人工牛黄等来替代天然牛黄用在处方中的现

象。本文对 4 种牛黄(天然、人工、体内培植和体

外培育)来源、成分及应用方面进行比较，结果见

表 3。结果显示，人工牛黄与天然牛黄成分不完全

一致，不能完全替代天然牛黄的功效。而体内培

植和体外培育牛黄在许多方面接近天然牛黄，但

体内培植因成本、伦理等原因，其应用受到了限

制。三臣药的另一组分天竺黄，具有保护心脑血

管、改善记忆、解热、抗炎、祛痰镇咳等药理作

用，临床上主要用于小儿惊风、高热惊厥、癫痫、

咳嗽、百日咳、哮喘、肺炎、支气管炎、中风、

高血压、高血脂和老年痴呆等疾病。 
4  展望 

本文对三臣药在蒙医中用法、性味、功能、

临床配伍等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整理出三臣药

在蒙医本草中的记载情况，再结合计算机软件分

析，对三臣药组分在蒙医临床中的使用频率及用

药规律进行分析，并整理了三臣药组分的化学成

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为三臣药在蒙医药领域

的应用提供依据。为发展各民族医药的药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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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花与藏红花药理作用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between Carthami Flos and Crocus Sativus 
药理作用 红花 藏红花 

肝保护作用 红花能够防治 CCl4 所致大鼠肝纤维化作用，其机制与抑制肝

星状细胞增殖相关[22]。对 CCl4 致大鼠急性肝损伤有保护作

用，机制可能是通过其抗氧化、抗炎性因子激活以及抑制

JNK 通路激活、减少该通路激活后诱导的凋亡来实现的[23]

藏红花素能够显著降低顺铂所致肝损伤小鼠血清中 ALT 及 AST
含量，并显著减轻肝细胞变性坏死炎症反应及自由基对肝细胞

组织的损害作用[24] 

抗血栓作用 红花黄色素能够显著抑制 ADP 诱导的家兔血小板聚集，并对

已聚集的血小板也有非常明显的解聚集作用。红花注射液能

够降低全血黏度，抑制血小板聚集，提高红细胞的变形能力，

从而达到了延长凝血时间和抗血栓的功效[25]。羟基红花黄色

素 A 通过抑制血小板聚集来抑制血栓的生成，缩小局部病灶

脑梗死面积[26] 

藏红花素、藏红花酸[27]能够显著降低实验动物血浆中 TC、TG和

LDL含量，并抑制主动脉血小板聚集，同时藏红花素还能减少

血清中 MDA 和 NO 的含量，从而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对氧化应

激反应

的作用 

红花黄素 A 通过调控核受体 TR3 从细胞核向线粒体转移，并

抑制线粒体凋亡，从而减轻氧化应激对心肌细胞的损伤[28]。

红花黄素抑制 HMGB1/TLR4/NF-κB 信号通路，缓解脊髓损

伤后氧化应激水平，减低脊髓组织神经元细胞凋亡，缓解脊

髓损伤[29] 

藏红花素通过下调 TLR4/MyD88 信号通路及抑制结肠的氧化

应激、炎症反应和细胞凋亡，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起到治疗

作用[30]。藏红花素可显著提高失血性休克大鼠存活率，保护

其脏器损伤，作用与氧化应激反应有关[31] 

对心肌缺

血的保

护作用 

红花提取物对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显著的保护作，其机制

与激活 PI3K/m-TOR 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相关[32]。

红花注射液降低家兔正常动脉血压[33]。红花煎剂、水提物和

红花黄色素对麻醉犬、猫、兔均有较明显的血管扩张作用，

进而产生较持久的降血压作用[34] 

臧红花醛通过降低 MDA 水平、升高 SOD 活性，对垂体后叶素

所致心肌缺血大鼠起到保护作用[35]。藏红花素对心肌缺血再灌

注心律失常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增加心肌细胞中 SOD、

POX 活性和 GSH 含量，减少 MDA 含量，从而减少对心肌缺

血再灌注的损伤有关[36] 

对神经系

统的保

护作用 

红花冲泡茶口服有一定的对抗阈下抑郁的作用[37]。羟基红花

黄色素 A 对氧化性神经损伤的保护作用与抗氧化、抑制细

胞凋亡有关[27]。羟基红花黄色素对脑缺血再灌注脑损伤具

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COX-2/PGD2/DPs 途径的

激活有关[38] 

西红花苷能够减少 D-半乳糖和三氯化铝诱导的阿尔茨海默病模

型小鼠水迷宫实验逃逸时间[39]，并显著缓解鱼藤酮引起的小鼠

焦虑增加、运动协调性降低和握力下降等行为改变[40]。治疗抑

郁症临床研究显示，与安慰剂组比较，西红花苷组的贝克抑郁

量表和贝克焦虑量表评分上有显著改善[41]。西红花苷能够显著

改善东莨菪碱所致的学习记忆障碍[42]。西红花酸可治疗慢性束

缚应激所致大鼠的抑郁样行为[43]。研究中发现藏红花醛具有类

似于地西泮的抗焦虑作用[44]。西红花苷能有效保护大鼠脑皮质

和海马神经元神经病变，从而明显改善慢性脑低灌注大鼠模型

的空间记忆障碍[45] 

抗肿瘤作

用[25] 
红花注射液对人宫颈癌细胞株 Hela，红花多糖对人肝癌细胞

SMMC-7721、人胃癌 SGC-7901 细胞，红花提取物对人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 K562 细胞、人肺癌细胞 H1299 及 A549，红

花黄色素对小鼠 H22 皮下移植瘤均有显著的抑制增殖作用。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可抑制卵巢癌细胞的生长 

藏红花素通过抑制 AKT 和 STAT3 的磷酸化，抑制 A375 黑色素

瘤的生长和运动[46] 

 

抗炎、镇痛

作用[25] 
红花能够抑制角叉菜胶所致足肿胀和二甲苯所致耳肿胀，其机

制可与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炎性渗出相关。红花黄色

素能够提高热板法中小鼠痛阈，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羟基

红花黄色素 A 能够降低骨关节炎大鼠血清炎性因子 IL-1β、
TNF-α 水平，缓解滑膜组织损伤[47]。能显著缓解佐剂型关节

炎大鼠的关节炎症，其机制与下调炎症因子 IL-1β 及 TNF-α
的表达有关[48] 

藏红花苷具有的抗氧化、抗炎、改善循环等作用，对深 II°烧伤

创面的愈合具有积极意义[49]。牛精子冻融前经藏红花素处理能

显著改善冻融牛精子抗氧化及抗凋亡能力[50]。番红花素的应用

可以促进创面皮肤伤口愈合并减轻疼痛[51]。且番红花素可抑制

创面皮肤组织中 iNOS 的表达和炎性因子 IL-6、TNF-α 水平[52]

 
表 3  4 种牛黄来源、成分及应用情况[53-55] 
Tab. 3  Source, compos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4 kinds of bezoar[53-55] 

项目 天然牛黄 人工牛黄 体内培植牛黄 体外培育牛黄 

药物来源 生于牛的胆囊或胆管，属于病

理产物 
由牛胆粉、胆酸、猪去氧胆酸、

牛磺酸、胆红素、胆固醇和

微量元素等加工制成 

利用活牛体，以外科手术的方

法在牛的胆囊内插入致黄

因子，使之生成牛黄 

以牛的胆汁为母液，加入去氧

胆酸、胆酸、复合胆红素、

钙等制成 

化学成分及

应用情况 
天 然 牛 黄 中 胆 红 素 含 量 > 

35.0%，胆汁酸约为 5.2%，

胆酸约为 1.3%，去氧胆酸

约为 3.8%，胆汁酸盐约为

3.6%，胆固醇约为 3.4%，

脂肪酸约为 1.6%，卵磷脂

约为 0.2%，钙约为 2.5%[55] 

与天然牛黄成分不完全一致，

尤其在临床急重病症的治

疗方面，不能完全替代天然

牛黄的功效 

因与天然牛黄的形成环境相

同，其理化性质、成分含量

及药理作用等与天然牛黄

无明显差异。但由于成本

高、周期较长，且受到医学

伦理质疑，市场上流通较少 

初步研究显示，体外培育牛黄

在许多方面接近天然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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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提高中国传

统医药学整体水平。 
三臣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指导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提高中国传

统医药学整体水平。蒙药分册和藏药分册以及《内

蒙古蒙成药标准》中均有记载，具有清肺热、肝

热、止咳化痰、解毒、安神等功效。主要用于脏腑

之热等里热症和小儿发热为症状的各种疾病，也是

蒙医很多热症的基础方。目前在蒙医临床中治疗小

儿肺热、肝热等脏腑热症具有显著的疗效[56-57]。《内

蒙古蒙成药标准》中记载三臣丸外观为银珠包衣

的红色水丸[58-59]。水丸因儿童服用不方便、顺从

性差而影响疗效，婴幼儿各脏器还未完全发育，

银珠对婴幼儿有一定程度的不良反应，所以对三

臣丸进行剂型改进的研究极为迫切。 
三臣丸是蒙医临床中多年使用的验方，治疗

小儿发热病疗效确切，不良反应较轻，作为一种

传统的民族方剂，具有丰富的开发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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