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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给出的规则体例格式起草。

本文件提出单位：河南省药学会、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本文件归口单位：河南省药学会。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河

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国营、姚保杰、彭磊、陈小菲、侯山岭、温瀑、李学林、陈天朝、

唐进法、刘瑞新、李春晓、刘培、孟菲、马彦江、凌霄、薛昀、沈启良、王宏贤、党全伟、

孙志海、刘现磊、吴红展、韩红玉、桂新景、王盼盼、侯莉伟、赵旭、汪坤、赵素霞、何广

宏、有曼、王治阳、张峰、焦红军、陶明晖。



II

引 言

贵细中药饮片是指一些疗效独特、资源较少，或生产年限长、产量稀少、来之不易、价

格昂贵、需要精细化和专业化管理的中药饮片。在我国传统医学中，贵细中药自古有之，相

沿成俗，传承至今，是中药中的精品，在方药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贵细中药饮片的品种、质量、管理策略直接关系患者用药安全与临床疗效，由于目前没

有相关标准，在术语定义、推荐原则、推荐办法、品种目录等方面均有所缺失，在管理策略

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如何使用好、管理好疗效独特、产量稀少、价格昂贵和市场

紧缺的贵细中药饮片，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避免因管理不善、操作不规范引发医疗事

故，给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健康造成重大损失，制定《贵细中药饮片推荐目录及管理策

略》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本文件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药饮片智能调剂与煎煮设备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2017YFC1703400），由河南省药学会组织，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全省 6

家医疗机构共同起草。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制定的《中药饮片临床应用规范》等 7本规范

的基础上，起草组起草了“贵细中药饮片推荐目录及管理策略”，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

推动中医药标准化进程。



1

贵细中药饮片推荐目录及管理策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贵细中药饮片的术语定义、推荐品种目录及管理策略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河南省内外使用中药饮片的各级医疗机构及相关人员。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贵细中药饮片品种目录确定、标识管理、采购验收、贮藏养护、

调剂等过程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

《医疗机构药品监督管理办法》

《医疗机构中药饮片质量管理办法》

《关于明确“贵重药材”品种的通知》（1981年）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药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的天然药物及其提取物或制成

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等。

3.2 中药材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可作为中药原料使用，符合药品标准，但未经加工炮制的植物、动物、或矿物的天然产

物。

3.3 中药饮片 Chinese herbal pieces

中药材经过加工炮制后可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其临床应用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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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中药饮片、小包装中药饮片等。

3.4 贵细中药饮片 Precious and fine materials of the Chinese herbal piece

又称贵重中药饮片，是指一些疗效独特、资源较少，或生产年限长、产量稀少、价格昂

贵、需要精细化和专业化管理的中药饮片。

4 贵细中药饮片推荐品种目录

4.1 品种范围

4.1.1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卫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1981年发布《关于明确“贵重药

材”品种的通知》将“贵重药材”的品种做出规定，简称国定品种。具体参见附表 A。

4.1.2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调整制定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中明确不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中药饮片品种（含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收载的“各种动物脏器（鸡内金除外）和胎、鞭、尾、筋、骨”），

该目录中的饮片品种多为传统贵细中药饮片，简称医保品种。具体品种参见附表 B。

4.1.3医疗机构临床常用，价格较高，并收载于《中国药典》、《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及各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贵细中药饮片，简称常用品种。具体品种参见附表 C。

4.2 品种目录推荐原则及办法

4.2.1价格昂贵 医疗机构现行价格大于 1元/g的中药饮片品种。依据起草单位按贵细

中药饮片管理的品种进行统计汇总，销售价格从高到低排序，征求河南省地市中医医疗机构

意见后补充完善。

4.2.2资源较少 来源特殊或生长年限长、仍未产业化养殖种植、产量稀少或需要进口

的中药饮片品种。

4.2.3非特殊管理管制品种 医疗用毒性药品、麻醉药品及国家禁止流通的中药品种

除外。

4.3 推荐品种目录

根据贵细中药饮片品种推荐范围、原则及办法，去重后推荐结果如下：

4.3.1 国定品种：麝香、牛黄、人参、三七、贝母、鹿茸、虫草、熊胆、全蝎、沉香、

阿胶、羚羊角、血竭、檀香、西红花，共 15种。

4.3.2 医保品种：穿山甲、海马、西洋参、朝鲜红参、哈蟆油、天山雪莲、玳瑁、海龙、

铁皮石斛、狗宝、猴枣、蜂胶、珊瑚、马宝、玛瑙、燕窝、水獭肝、龙涎香、海狗肾、鹿肾、

鹿胎、鹿筋，共 2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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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常用品种：象皮、鹿角胶、壁虎、金钱白花蛇、蕲蛇、蜈蚣、蛤蚧、苏合香，共

8种。

将国定品种、医保品种、常用品种共 45种根据《中国药典》《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收载的中药材及饮片品种进行整合或分列后，按《中药饮片处方用名规范》的命名原则，

最终推荐贵细中药饮片品种 47种。该品种目录为动态变化目录，根据推荐原则、推荐办法

定期进行修订并发布。

贵细中药饮片品种推荐目录

序号 中药饮片正名
中药饮片处方

用名
来源 标准来源

1 麝香# 麝香
鹿科动物林麝 、马麝 或原麝成熟

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
《中国药典》2020 版

2

牛黄

牛黄 牛科动物牛的干燥胆结石 《中国药典》2020 版

3 体外培育牛黄

牛科动物牛的新鲜胆汁作母液，加

入去氧胆酸、胆酸、复合胆红素钙

等制成

《中国药典》2020 版

4

人参

人参
五加科植物人参的干燥根和根茎

注：本品主要是指林下山参及野山

参的干燥根和根茎

《中国药典》2020 版

5 红参
五加科植物人参的栽培品经蒸制后

的干燥根和根茎
《中国药典》2020 版

6 三七
三七

三七粉
五加科植物三七的干燥根和根茎 《中国药典》2020 版

7 川贝母
川贝母

川贝母粉

百合科植物川贝母、暗紫贝母、甘

肃贝母、梭砂贝母的干燥鳞茎
《中国药典》2020 版

8 鹿茸#
鹿茸片

鹿茸粉

鹿科动物梅花鹿或马鹿的雄鹿未骨

化密生茸毛的幼角
《中国药典》2020 版

9 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

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菌寄生在蝙

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和幼虫尸

体的干燥复合体

《中国药典》2020 版

10 熊胆# 熊胆粉 熊科动物黑熊或棕熊的干燥胆囊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11 全蝎 全蝎 钳蝎科动物东亚钳蝎的干燥体 《中国药典》2020 版

12 沉香 沉香 瑞香科植物白木香含有树脂的木材 《中国药典》2020 版

13 阿胶
阿胶

阿胶珠

马科动物驴的干燥皮或鲜皮经煎

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
《中国药典》20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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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羚羊角#
羚羊角粉

羚羊角镑片
牛科动物赛加羚羊的角 《中国药典》2020 版

15 血竭 血竭
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渗出的树脂

经加工制成
《中国药典》2020 版

16 檀香 檀香 檀香科植物檀香树干的干燥心材 《中国药典》2020 版

17 西红花 西红花 鸢尾科植物番红花的干燥柱头 《中国药典》2020 版

18 穿山甲#

穿山甲

炮山甲

醋山甲

油炸山甲

鲮鲤科动物穿山甲的鳞甲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19 海马 海马

海龙科动物线纹海马、刺海马、大

海马、三斑海马或小海马（海蛆）

的干燥体

《中国药典》2020 版

20 西洋参 西洋参 五加科植物西洋参的干燥根 《中国药典》2020 版

21 哈蟆油 哈蟆油
蛙科动物中国林蛙雌蛙的输卵管经

釆制干燥而得
《中国药典》2020 版

22 天山雪莲 天山雪莲 菊科植物天山雪莲的干燥地上部分 《中国药典》2020 版

23 玳瑁
玳瑁

制玳瑁
海龟科动物玳瑁的背甲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24 海龙 海龙
海龙科动物刁海龙、拟海龙或尖海

龙的干燥体
《中国药典》2020 版

25

石斛

石斛
兰科植物金钗石斛、霍山石斛的新

鲜或干燥茎
《中国药典》2020 版

26 铁皮石斛 兰科植物铁皮石斛的干燥茎 《中国药典》2020 版

27 狗宝 狗宝 犬科动物狗的胃结石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28 猴枣 猴枣 猴科动物猕猴内脏的结石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29 蜂胶
蜂胶

酒制蜂胶

蜜蜂科昆虫意大利蜂工蜂釆集的植

物树脂与其上颚腺、蜡腺等分泌物

混合形成的具有黏性的固体胶状物

《中国药典》2020 版

30 马宝 马宝 马科动物马胃肠中的结石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31 燕窝 燕窝

雨燕科动物金丝燕及多种同属燕类

用唾液或唾液与羽绒等混合粘结所

筑成的巢窝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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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珊瑚 珊瑚
矶花科动物桃色珊瑚等珊瑚虫分泌

的石灰质骨骼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33 玛瑙 玛瑙
三方晶系矿物石英的隐晶质变种之

一，主含二氧化硅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34 水獭肝 水獭肝 鼬科动物水獭的干燥肝脏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35 龙涎香 龙涎香
抹香鲸科动物抹香鲸肠内分泌物的

干燥品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36 海狗肾 海狗肾
海狗科动物海狗或海豹科动物海豹

的雄性干燥外生殖器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37 鹿肾
鹿肾片

制鹿肾

鹿科动物梅花鹿或马鹿的干燥阴茎

及睾丸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38 鹿胎 鹿胎
鹿科动物梅花鹿或马鹿的雌鹿腹中

鹿胎及胎盘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39 鹿筋 鹿筋
鹿科动物梅花鹿或马鹿的四肢干燥

筋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40 象皮
象皮

制象皮

象科动物亚洲象或非洲象去毛后的

干燥皮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41 鹿角胶 鹿角胶 鹿角经水煎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 《中国药典》2020 版

42 壁虎
壁虎

焙壁虎

壁虎科动物无蹼壁虎多疣壁虎及其

他数种壁虎的干燥全体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版

43 金钱白花蛇# 金钱白花蛇 眼镜蛇科动物银环蛇的幼蛇干燥体 《中国药典》2020 版

44 蜈蚣 蜈蚣 蜈蚣科动物少棘巨蜈蚣的干燥体 《中国药典》2020 版

45 蛤蚧 蛤蚧 壁虎科动物蛤蚧的干燥体 《中国药典》2020 版

46 蕲蛇 蕲蛇 蝰科动物五步蛇的干燥体 《中国药典》2020 版

47 苏合香 苏合香
金缕梅科植物苏合香树的树干渗出

的香树脂经加工精制而成

《中国药典》2020 版

注：带#的饮片为国家实行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管理饮片品种。

5 贵细中药饮片管理策略

贵细中药饮片品种目录由各医疗机构药学部门依据本文件提出，药事管理与药物治

疗学委员会审定。

5.1 三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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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细中药饮片实行专人负责、专柜加锁、专用账册的“三专”管理，做到账物相符。

5.2 标识管理

5.2.1 设计贵细中药饮片提示标志，实行统一标识（见附录D）。

5.2.2 医疗机构在药品信息化管理系统中应对贵细中药饮片进行标识，提醒医师、药师

此药为贵细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系统中应设置贵细中药饮片的剂量范围和规范用法。

5.3 采购验收管理

5.3.1贵细中药饮片应从符合相应资质的中药饮片供应企业采购，严禁从非法渠道购进。

5.3.2应定期对供应单位供应的贵细中药饮片质量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

供应单位和供应方案。

5.3.3 医疗机构采购贵细中药饮片，若为“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管理的

品种，应核实其产品的“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注册情况及林业部门颁发的相

关经营野生动物的准予行政许可书；若为《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目录中的野生药材物种加工

炮制而成的贵细中药饮片品种（参见附录 E），应核实其林业部门审核同意的野生动物中药

材原料备案函。

5.3.4 医疗机构对所采购的贵细中药饮片，应当按照《中国药典》和《河南省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的标准进行验收，不合格的不得入库。

5.3.5 对待验的贵细中药饮片质量有疑义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国家认定的药品检验机

构进行鉴定。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设置药检室，并能掌握《中国药典》和《河南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收载的常规检验方法。

5.3.6 贵细中药饮片实行双人验收，验收人员应当对品名、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

生产日期、合格标识、专用标识、质量检验报告书、数量、验收结果及验收日期等逐一登记

并双人签字。

5.3.7 购进国家实行批准文号管理的贵细中药饮片，还应当检查核对批准文号。购进国

家实行有效期管理的贵细中药饮片，还应当检查核对有效期。

5.3.8 发现假冒、劣质贵细中药饮片，应当及时封存并报告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5.4 贮藏养护管理

5.4.1 贵细中药饮片应按照《中国药典》、《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各饮片贮藏项

下的规定贮藏。出库时，应当双人进行查验核对、复核，确保质量、数量无误并双人签字，

记录及时、完整。贵细中药饮片不宜长时间贮存，宜少量多次采购、少量多次领取，确保先

进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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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贮藏贵细中药饮片应由专人负责、专柜加锁并有明显提示标识。

5.4.3 贵细中药饮片品种皆为重点养护品种，应当定期进行检查养护，记录应规范完整。

养护中发现质量问题，应当及时、逐级上报并采取相应措施。（贮藏要求和品种见附录F）

5.5 调剂管理

5.5.1 贵细中药饮片调剂应符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中药饮片调剂技

术规范专家共识》（2021年版）的要求。

5.5.2贵细中药饮片的使用应坚持急危重症优先，饮片配方优先的原则。贵细中药饮片

处方计价应在其品名右上角标明其品规，以便于准确调配。

5.5.3贵细中药饮片调配为专人负责，调配过程应当规范，总剂量、分剂量应准确。另

包时，需核查贵细中药饮片品名与处方相符、剂量剂数一致；包装袋上应注明品名、重量（数

量）、用法用量（贵细中药饮片用法用量参见附录 F）。

5.5.4药师核发贵细中药饮片应单独进行用药交代，包括煎煮方法、用法用量、储存方

法、饮食禁忌、注意事项等。

5.5.5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贵细中药饮片调剂质量进行抽查并记录结果。贵细中药饮片

调配每剂重量误差应当在±2%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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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 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贵重药材品种目录

1981年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卫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明确“贵重药材”

品种的通知》将“贵重药材”的品种规定如下：

麝香、牛黄、人参、三七、黄连、贝母、鹿茸、虫草、天麻、珍珠、虎骨、豹骨、熊胆、

杜仲、厚朴、全蝎、肉桂、沉香、芋肉、蟾酥、银花、巴戟、阿胶、犀角、广角、羚羊角、

乳香、没药、血竭、砂仁、檀香、公丁香、西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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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 不得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中药饮片

品种目录

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调整制定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不得纳入基金支付范围的中药饮片：

阿胶、白糖参、朝鲜红参、穿山甲（醋山甲、炮山甲）、玳瑁、冬虫夏草、蜂蜜、狗宝、

龟鹿二仙胶、哈蟆油、海龙、海马、猴枣、蜂胶、羚羊角尖粉（羚羊角镑片、羚羊角粉）、

鹿茸（鹿茸粉、鹿茸片）、马宝、玛瑙、牛黄、珊瑚、麝香、天山雪莲、鲜石斛（铁皮石斛）、

西红花（番红花）、西洋参、血竭、燕窝、野山参、移山参、珍珠、紫河车

各种动物脏器（鸡内金除外）和胎、鞭、尾、筋、骨

注：“不得纳入基金支付范围的中药饮片”包括药材及炮制后的饮片。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收载的“各种动物脏器（鸡内金除外）和胎、鞭、尾、筋、

骨”：马宝、牛黄、猴枣、狗宝、水獭肝、龙涎香、海狗肾、鹿肾、鹿胎、鹿筋、鱼鳔、哈

蟆油、豹骨、紫河车、熊胆、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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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资料性） 河南省中医医疗机构价格较高的中药饮

片品种目录

起草单位售价＞1元/g的饮片目录表

麝香 全蝎 苏合香 玳瑁

熊胆 鹿角胶 蕲蛇 紫河车

牛黄 鳖甲胶 川贝母粉 壁虎

冬虫夏草 阿胶珠 南方红豆杉 人工牛黄

象皮 檀香 沉香 朱砂

羚羊角 水蛭 血竭 人参

蟾酥 西洋参 松花粉 砂仁

海龙 重楼 阿魏 天竺黄

西红花 鹿筋 天山雪莲 红参

穿山甲 山慈菇 阿胶 蜂房

鹿茸 灯盏细辛 龟甲胶 吴茱萸

海马 九香虫 红曲 龟甲

榼藤子 肉桂 蝉蜕 桑螵蛸

蜈蚣 蛤蚧 乌梢蛇 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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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规范性） 贵细中药饮片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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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资料性） 野生药材物种目录

保护级别 药材名称 来源

Ⅰ 穿山甲 鲮鲤科动物穿山甲

Ⅰ 鹿茸（梅花鹿） 鹿科动物梅花鹿

Ⅰ 豹骨 猫科动物豹

Ⅰ 虎骨 猫科动物虎

Ⅰ 羚羊角 牛科动物赛加羚羊

Ⅱ 血竭 百合科植物剑叶龙血树

Ⅱ 蛤蚧 壁虎科动物蛤蚧

Ⅱ 蟾酥 蟾蜍科动物黑眶蟾蜍、中华大蟾蜍

Ⅱ 甘草 豆科植物甘草、光果甘草

Ⅱ 杜仲 杜仲科植物杜仲

Ⅱ 蕲蛇 蝰科动物五步蛇

Ⅱ 麝香 鹿科动物林麝、马麝、原麝

Ⅱ 鹿茸（马鹿） 鹿科动物马鹿

Ⅱ 黄连 毛茛科植物黄连、三角叶黄连、云连

Ⅱ 厚朴 木兰科植物凹叶厚朴、厚朴

Ⅱ 哈蟆油 蛙科动物中国林蛙

Ⅱ 人参 五加科植物人参

Ⅱ 熊胆 熊科动物黑熊、棕熊

Ⅱ 金钱白花蛇 眼镜蛇科动物银环蛇

Ⅱ 乌梢蛇 游蛇科动物乌梢蛇

Ⅱ 黄柏 芸香科植物黄檗、黄皮树

Ⅲ 川贝母 百合科植物暗紫贝母、川贝母 、甘肃贝母、梭砂贝母

Ⅲ 天冬 百合科植物天门冬

Ⅲ 伊贝母 百合科植物新疆贝母、伊犁贝母

Ⅲ 黄芩 唇形科植物黄芩

Ⅲ 猪苓 多孔菌科真菌猪苓

Ⅲ 石斛
兰科植物环草石斛、黄草石斛、金钗石斛、马鞭石斛、

铁皮石斛

Ⅲ 肉苁蓉 列当科植物肉苁蓉

Ⅲ 龙胆 龙胆科植物坚龙胆、龙胆、三花龙胆、条叶龙胆

Ⅲ 秦艽 龙胆科植物粗茎秦艽、小秦艽、麻花秦艽、秦艽

Ⅲ 蔓荆子 马鞭草科植物单叶蔓荆、蔓荆

Ⅲ 细辛 马兜铃科植物北细辛、汉城细辛、细辛

Ⅲ 五味子 木兰科植物华中五味子、五味子

Ⅲ 连翘 木犀科植物连翘

Ⅲ 防风 伞形科植物防风

Ⅲ 阿魏 伞形科植物阜康阿魏、新疆阿魏

Ⅲ 羌活 伞形科植物宽叶羌活、羌活

Ⅲ 山茱萸 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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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诃子 使君子科植物诃子、绒毛诃子

Ⅲ 刺五加 五加科植物刺五加

Ⅲ 胡黄连 玄参科植物胡黄连

Ⅲ 远志 远志科植物卵叶远志、远志

Ⅲ 紫草 紫草科植物新疆紫草、紫草

注：穿山甲于 2020年 6月 3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整至一级保护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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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资料性） 贵细中药饮片品种用法用量及贮藏要求

序

号

中药饮片

正名

中药饮片处方用

名
用量 用法 贮藏方法

1 麝香# 麝香
0.03～

0.1g

多入丸散，外用适

量。

密闭，置阴凉干燥处，

遮光，防潮，防蛀。

2

牛黄

牛黄
0.15～

0.35g

多入丸散，外用适

量，研末敷患处。

遮光，密闭，置阴凉干

燥处，防潮，防压。3 体外培育牛黄

4

人参

人参

3～9g

另煎兑服，也可研

粉吞服。

置阴凉干燥处，密闭保

存，防蛀。

5 红参 另煎兑服
置阴凉干燥处，密闭，

防蛀。

6 三七
三七

三七粉
3～9g

研粉吞服，外用适

量。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7 川贝母
川贝母

川贝母粉
3～10g 研粉冲服 置通风干燥处，防蛀。

8 鹿茸#
鹿茸片

鹿茸粉
1～2g 研末冲服

置阴凉干燥处，密闭，

防蛀。

9 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 3～9g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10 熊胆# 熊胆粉 0.3～1g

多入丸散，外用适

量，研末或水调涂

敷患处。

置阴凉干燥处，防潮。

11 全蝎 全蝎 3～6g 置干燥处，防蛀。

12 沉香 沉香 1～5g 后下 密闭，置阴凉干燥处。

13 阿胶
阿胶

阿胶珠
3～9g 烊化兑服 密闭

14 羚羊角#
羚羊角粉

羚羊角镑片
1～3g

宜另煎 2 小时以

上；磨汁或研粉

服，每次 0.3～

0.6g。

置阴凉干燥处。

15 血竭 血竭 1～2g
或入丸剂。外用研

末撒或入膏药用。
置阴凉干燥处。

16 檀香 檀香 2～5g 置阴凉干燥处。

17 西红花 西红花 1～3g 煎服或沸水泡服。
置通风阴凉干燥处，避

光，密闭。

18 穿山甲#

穿山甲

炮山甲

醋山甲

5～9g 一般炮制后用。 置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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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山甲

19 海马 海马 3～9g
外用适量，研末敷

患处。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20 西洋参 西洋参 3～6g 另煎兑服
置阴凉干燥处，密闭，

防蛀。

21 哈蟆油 哈蟆油 5～15g
用水浸泡，炖服，

或作丸剂服。

置通风干燥处，防潮，

防蛀。

22 天山雪莲 天山雪莲 3～6g
水煎或酒浸服。外

用适量。
置阴凉干燥处。

23 玳瑁
玳瑁

制玳瑁
3～6g

多入丸散或水磨

服
置干燥处

24 海龙 海龙 3～9g
外用适量，研末敷

患处。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25

石斛

石斛

6～12g；

鲜品 15～

30g

干品置通风干燥处，防

潮；鲜品置阴凉潮湿处，

防冻。

26 铁皮石斛

6～12g；

鲜品 15～

30g

干品置通风干燥处，防

潮；鲜品置阴凉潮湿处，

防冻。

27 狗宝 狗宝
0.9～

1.5g

研末冲服，外用适

量，撒布患处。
密闭，置干燥处。

28 猴枣 猴枣
0.06～

0.15g
外用醋磨涂患处。 瓶装，密闭，置干燥处。

29 蜂胶
蜂胶

酒制蜂胶

0.2～

0.6g

外用适量。多入丸

散用，或加蜂蜜适

量冲服。

置～4℃贮存

30 马宝 马宝 0.3～1g 研末冲服 置阴凉干燥处，防潮

31 燕窝 燕窝 3～9g

内服：绢包，煎汤

或蒸服；或入膏

剂。

密闭，置干燥处，防蛀。

32 珊瑚 珊瑚
0.3～

0.6g

外用适量，研细末

点眼。
置干燥处

33 玛瑙 玛瑙
外用适量，水飞点

眼。
密闭，置干燥处。

34 水獭肝 水獭肝 1～3g 入汤剂或丸散 密闭，置干燥处，防蛀。

35 龙涎香 龙涎香
0.3～

0.9g
内服：研末 装瓶密封，贮阴凉处。

36 海狗肾 海狗肾 3～9g 多入丸散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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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鹿肾
鹿肾片

制鹿肾
15～30g

炖服，熬膏或入丸

散剂。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38 鹿胎 鹿胎 6～15g
内服入丸散，鲜胎

可煮汁熬膏。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39 鹿筋 鹿筋 30～60g 炖服或入丸酒剂。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40 象皮
象皮

制象皮
适量

外用适量，熬膏或

研细末调敷患处。
置干燥处，防蛀。

41 鹿角胶 鹿角胶 3～6g 烊化兑服 密闭

42 壁虎
壁虎

焙壁虎
3～6g

多入丸散，外用研

末调敷。焙壁虎研

末冲服。有的鲜

用，捣碎取汁或泡

酒服用。

密闭，置干燥处，防蛀。

43
金钱白花

蛇#
金钱白花蛇 2～5g 研粉吞服 置干燥处，防霉，防蛀。

44 蜈蚣 蜈蚣 3～5g

内服：煎汤；研末；

或入丸、散。外用：

适量，研末撒、油

浸或研末调敷。

置干燥处，防霉，防蛀。

45 蛤蚧 蛤蚧 3～6g 多入丸散或酒剂。

用木箱严密封装，常用

花椒拌存，置阴凉干燥

处，防蛀。

46 蕲蛇 蕲蛇 3～9g

研末吞服，一次

1～1.5g，一日 2～

3次

置干燥处，防霉，防蛀。

47 苏合香 苏合香 0.3～1g 宜入丸散服。 密闭，置阴凉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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