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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不下降
。

参 考 文 献

∴ ∀ χ

∴ 6 χ

∴  χ

∴ 9 χ

北京友谊医院神经科
, � � 5 ∋∃ 应用灵芝制剂治疗多发性硬化 , 例

。

新医学副刊
,

神经系统疾病
, 叔 6 #∃ � 52

侯翠英
、

孙义廷
, � , ∋ ∋∃ 灵芝!赤芝抱子粉#化学成分的研究再报

。

植物学报
,

 ≅ ∃ “一 5。
。

富慧谛
、

王芷沉
, �� ∋ � ∃ 应用赤芝抱子粉制剂治疗 �2 例萎缩性肌强直的临床观察

。

中医杂志
, 66 〔% #∃ 66 一6 

。

Ε Ω
,
∀
∗
δ

, Χ
0

β
0

∗ / Π &
0

[
0

3 Κ Η) ∗ , �� ∋ 9 ∃ < ϑ( .
: , ∀∗ ).

, / 7∗ / , : )∗ 一5 , �!� �#
, 6 9一) Σ .

( / 一丁日
, 6 �一Π ., ∀ ΡΣ , Ω ) ϑ ( ΡΚ 介

Ζ

Ν Κ : 3 ∗ 月 , Π ( Σ份 ∗ ∗ “‘考Σ ∗ ∀(
0

Η人夕Σ, Τ入
( 勿矛

, ) Σ夕
,

6  ∃
% ∋%

0

Ε / ∗ : )∗ : .∗ ,

Δ
,

Ε
0

Γ.( ( (ϑ. ∗ / Π Ε
0

−
( ∗

∀∗
,

� �5 � ∃ Η ( Σ Ω ∗ / Ν ∗ / ) ( , ς
.Π ∗ )., / , Ρ ( Σ Ν , : )( Σ , ∀

0

β
0

≅ Σ Ν
0

Χ五( 份
, 9 9 ∃

 % & 5
Ζ

Γ Σ ∗ / ( ( :( , ,

Χ
0

∗

/Π ?
0

Γ ∗ ) ), Σ Κ :: , ,

�� ∋ & ∃  日
,

二∗
,

%日
, 一 )Σ .ϑΛΠ

Σ , ς Λ :) ( Σ , ∀: ΡΣ , Ω )ϑ ( Ω ( Π .Σ( Σ Σ ∗ / ( ∗ / + Σ Λ, _ , ∗ /

衬夕, .叩
, Σ ∗ )Σ Κ , Τ ∗ )∗

0

β
0

Α ∗ ) “Σ ∗ ∀ Ψ Σ , Π丫Τ ):
,

9 ∋ ∃ � 9 9
·

− (ϑ Κ ∀)(
,

[
0

?
0 ,

3
0

Ι 位( δ ( Σ ∗ / Π Β
0

Γ ∗ (
ϑΩ ∗ / / ,

� � % ∋ ∃ ? Σ Ν , : ) ∗ 一 9
,

%
,

∋!�9 #
, 6 6一 )( ) Σ ∗ ( / , / 一

! # ∗∀: ./ ϑ ∗ ∀): : ), ΡΡ

Π ( : Φ 蕊Σ (五( / : Τ ϑΞ ∗ Ω Ω ( :
0

< (不Σ ∗人
( Π Σ , ” Φ 尸)) ‘Σ

,

9 % ∃ 9 5 %  
0

8∗ ∀.: , ∀∗ ∀∗ , , β , +
0

Φ Κ Κ ∗ / Π 3
0

, Κ Σ .: :, / ,

�� ∋  ∃ − ) ( Σ , .Π ( : (Λ) , ) , ς .ΘΚ ( : Π ( Ψ , ∀ΛΗ , Σ Κ : Ψ 亡Σ ‘.Τ , ∀, Σ
0

丁( ∀ Σ ∗
人ΤΠΖ

Σ 口月  � ∃ 6 5 5 ,
0

, 0β, 0β嘴沙夕≅Σ0��  !

,  ∀工  ∀,宁#∃�  !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