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志， ２００９， ４４（２）： １４９⁃１５１．
［ ２ ］ 　 王　 方， 蔡　 林． 补中益气汤的临床研究进展［Ｊ］ ． 黔南民

族医专学报， ２０２１， ３４（１）： ２７⁃２９．
［ ３ ］ 　 胡鑫才， 贺　 丹， 张光荣， 等． 陈士铎运用补中益气汤解

析［Ｊ］ ． 光明中医， ２０２１， ３６（１８）： ３０５８⁃３０６０．
［ ４ ］ 　 何世民， 谢朝丹． 甘温除热与疮家圣药黄芪［Ｊ］ ． 中国中医

急症， ２００９， １８（１１）： １８５８．
［ ５ ］ 　 闫世杰． 补中益气汤浅析［ Ｊ］ ． 河南中医， ２０１７， ３７（ ９）：

１６７０⁃１６７２．
［ ６ ］ 　 马力黎， 敬　 波． 中医临床常见症状术语规范 （修订）

［Ｍ］．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７ ］ 　 许　 晗， 陈嘉琪， 杨婧妍， 等． 《名医类案》 中补中益气

汤核心方的适应证候分析 ［ Ｊ］ ． 北京中医药， ２０２０， ３９
（１１）： １２０７⁃１２１０．

［ ８ ］ 　 李　 冀， 连建伟． 方剂学［Ｍ］． ４ 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 ２０１８．
［ ９ ］ 　 旺建伟， 闫福平， 白 　 明， 等． 基于升降浮沉理论的升陷

汤与补中益气汤内涵之别［ Ｊ］ ． 中国现代中药， ２０２０， ２２
（１１）： １９０３⁃１９０８．

［１０］ 　 苏麒麟， 郑洪新． 李东垣 “阴火论” 之理论内涵［ Ｊ］ ． 中国

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２０１６， ２２（１）： １２⁃１４．
［１１］ 　 黄元御． 四圣心源［Ｍ］．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２］ 　 肖定洪， 李　 良， 王庆其． 论补中益气汤的立方本旨［ Ｊ］ ．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２３（６）： ８６２⁃８６３； ８９０．
［１３］ 　 白　 龙， 任慧霞， 朱　 珂， 等． 李东垣之 “阴火” 及其临床应

用［Ｊ］．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２０２１， １９（１８）： ６８⁃７０．
［１４］ 　 郑　 娴， 王铁铮． 王乐善教授应用补中益气汤治疗心血管

疾病理论初探［Ｊ］ ． 吉林中医药， ２０２０， ４０（６）： ７２９⁃７３１．
［１５］ 　 王晓梅， 桑希生， 丁 　 宁， 等． 补中益气汤本旨求真［ Ｊ］ ．

中医杂志， ２０２０， ６１（８）： ７３０⁃７３２； ７３６．
［１６］ 　 王玉龙， 韩金凤． 虞抟 《医学正传》 中辨脉运用补中益气

汤探讨［Ｊ］ ． 山西中医， ２０１９， ３５（２）： １⁃３．
［１７］ 　 宋乃光． 神奇的中医八大名方［Ｍ］．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 １９９８．

智托洁白丸之方解及功效研究

卓玛措， 　 顿　 珠∗， 　 仁增平措， 　 格知加， 　 加羊土旦， 　 扎西道知

（西藏藏医药大学， 西藏 拉萨 ８５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８⁃１４
基金项目： “十四五” 规划专项项目 （２０２１ＺＹＹＧＨ００１）
作者简介： 卓玛措 （１９８８—）， 女， 博士生， 从事藏药复方方解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ｉｎｅ３＠ 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 顿　 珠 （１９６７—）， 男， 硕士， 教授， 从事藏药临床药理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ｘｚｚｙｘｙｄｕｎｚｈｕ＠ １６３．ｃｏｍ

摘要： 目的　 研究智托洁白丸的方解与功效。 方法　 查阅藏医药经典文献， 以药味、 化味、 药物性能、 剂量为依据，
对智托洁白丸的功效进行整理并进行方解。 结果　 智托洁白丸的药味与化味均为苦， 主要抑制赤巴病。 从药物性能上

智托洁白丸主要抑制培查类疾病， 临床上主要用于胃热、 胃痛， 尤其对培根木布引起的胃酸、 烧心、 呕吐酸水有抑制

作用， 并疗效显著。 结论　 本研究可为智托洁白丸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用药提供藏医药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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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４ ０００ ｍ 以上， 由于其独特的地

理环境跟气候， 形成了藏族人特殊的生活习惯。 藏族人以

肉食为主， 素食为副的饮食结构， 长此以往， 会引发各种

消化系统疾病， 尤其慢性胃炎和胃溃疡是藏区最常见的胃

病之一。 智托洁白丸作为藏医治疗胃病的经典配方之一，
在临床上早已被广泛应用， 但是目前对此方的研究， 局限

于质量标准、 药理作用、 有效成分等领域， 基于藏医理论

全面研究该方的报道甚少， 使其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缺乏

原创性理论依据。 作为藏医药经典复方， 倘若脱离藏医药

理论依据， 很难真正揭示智托洁白丸的功效与药理作用，
更无法挖掘隐藏的内在规律与配伍思路。 因此， 本研究将

从传统藏医学角度， 通过药味、 化味、 药物性能、 剂量这

４ 个方面， 研究智托洁白丸的功效与方解， 以期为其进一

步研究与临床用药提供藏医药理论依据。
１　 方源

智托洁白丸成方于公元 １４ 世纪， 由智托唐东杰布配

制［１⁃２］ ， 药丸呈白色， 故根据配制者之名与药丸色泽， 此方

被命名为 “智托日嘎” ［３］ 。 其中 “智托” 为智托唐东杰布

之意， “日嘎” 为白色丸剂之意。 配方以寒水石、 诃子、
渣驯、 木香、 蜂蜜、 “草药” 等 ６ 味药组成， 其中 “草药”
为隐名， 并无阐明具体指何药［４］ 。 到公元 １５ 世纪， 藏医历

史上诞生了两大学派， 即北派与南派， 北派主要在如今的

西藏日喀则、 阿里等高海拔地区行医， 南派主要在林芝、
昌都等低海拔地区驻扎， 由于两派所处的地理环境、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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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习惯有差异， 两者对药材的辨认与疾病的治疗方式亦

有所不同［３］ 。 因此， 北派把智托洁白丸中 “草药” 定义为

兔耳草， 南派把它视为翼首草［３⁃４］ ， 出现了 ２ 种不同配方的

智托洁白丸。 北派之所以把方中 “草药” 定义为兔耳草，
是因为长期身处高海拔， 容易引发高血压、 高血脂、 消化

性溃疡等疾病， 而兔耳草具有吸收和调节坏血的功效。 与

北派相比， 南派处于低海拔的热带， 容易引发时疫与热性

疾病， 而翼首草具有清热、 预防时疫的功效， 故两派因地

制宜配制了不同配方的智托洁白丸。 公元 ２０ 世纪初， 著名

藏医学者钦绕诺布对北派的智托洁白丸进行改良， 在原有

配方上另加矮紫堇， 配制成现用的智托洁白丸［３］ 。 目前，
智托洁白丸收录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

药（第一册） 》 中［５］ ， 现以 １９９５ 年发行的部版标准中智托

洁白丸为依据进行分析与研究。
２　 处方与剂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第一

册） 》， 智托洁白丸的处方与剂量分别为寒水石 ２００ ｇ、 诃

子 １８０ ｇ、 木香 １２０ ｇ、 渣驯膏 １００ ｇ、 矮紫堇 １２０ ｇ、 兔耳草

１２０ ｇ、 蜂蜜 ５０ ｇ［６］ 。
３　 基原与炮制

智托洁白丸中寒水石为制寒水石 Ｃａｌｃｉｔｕｍ， 属于矿物

药物， 藏文名为 “囧西”。 一般当患者为女性， 雄性寒水

石疗效最佳； 当患者为男性， 雌性寒水石药效佳 （母囧），
但雄性寒水石男女皆宜， 故此方中宜用雄性寒水石［４］ 。 但

是寒水石作为矿物药， 在消化道难以消化吸收， 因此入药

前需炮制去除 “毒性” ［７］ 。 通常寒水石的炮制方法有热制、
寒制、 猛制等［８］ ， 其中猛制会使寒水石成分发生改变， 抵

消诃子中没食子酸的药效［９］ ， 寒制使药性更寒， 加重胃

寒， 故此方中选用热制。 热制的具体方法是将寒水石碎成

豌豆大小， 放入加少量硼砂与火硝的水中煎煮 ２ ～ ３ ｈ， 再

用清水清洗便可入药。
诃子为 使 君 子 科 多 年 生 木 本 植 物 诃 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ｈｅｂｕｌａ Ｒｅｔｚ． 或 绒 毛 诃 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ｈｅｂｕｌａ Ｒｅｔｚ．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ｅｌｌａ Ｋｕｒｔ． 的干燥成熟果实［１０］ ， 藏文名为 “阿如热”。
方中木香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藏木香 Ｉｎｕｌａ ｈｅｌｅｎｉｕｍ Ｌ．
Ｈｏｏｋ． ｆ 的根茎， 藏文名为 “麻吶” ［１０］ 。 渣驯属于土类药

物， 源自石山， 岩石经过日晒融化其中矿物凝结的精华为

渣驯， 故称 “岩精” ［１０］ ， 藏文名为 “渣驯”； 某些藏医学

者把渣驯与中药 “五灵脂” 视为一物， 实际上两者毫无联

系， 渣驯源于石山的精华， 五灵脂为鼯鼠与飞鼠的粪便，
故不宜混为一谈； 渣驯入药前需用清水清除杂质再入药，
浸膏剂是药汁浓缩之精华， 清热作用更强， 故此方中宜用

渣驯浸膏剂。 矮紫堇为罂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矮紫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Ｈｅｍｓｌ． 的全草入药［１０］ ， 藏文名为 “热
贡紫玛”。 兔耳草为玄参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云南兔耳草

Ｌａｇｏｔｉ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的根茎［１０］ ， 藏文名为 “红
蓝”。 蜂蜜为蜜蚁采集的各种花蕊加工品［１０］ ， 藏文名为

“张子”， 蜂蜜需要蒸发其水分再入药。

４　 复方功效与方解

所有藏成药起初配制时， 把味配伍法、 化味配伍法、
性能配伍法作为三大基本原则进行配方配伍， 因此当药物

被机体消化吸收时， 也是药物的味、 化味、 性能在发挥功

效， 但复方之药味、 化味、 功效又与各药物剂量息息相关，
因此将以药味、 化味、 性能、 剂量为依据， 研究智托洁白

丸的功效与方解。
４ １　 药味　 “味” 是舌头遇到各种食药时所感受到的滋

味， 《四部医典》 曰 “性质入舌有感称味觉” ［１１］ ， 并把味

分为甘、 酸、 咸、 苦、 辛、 涩这 ６ 味。 根据 《晶镜本草》
记载， 智托洁白丸中寒水石与蜂蜜药味为甘， 诃子为涩，
藏木香、 兔耳草、 矮紫堇、 渣驯皆为苦［１１］ ， 详见表 １。 由

此可知， 智托洁白丸主要由苦、 甘、 涩三味组成， 此方总

剂量为 ８９０ ｇ， 其中苦味药物 ４６０ ｇ， 占比 ５２％ ； 甘味药物

２５０ ｇ， 占比 ２８％ ， 表明此方中苦味和甘味起主要作用。 由

于苦味和甘味主要抑制赤巴热证， 即主要作用为清热［１１］ ，
所以此方在味功效上主要治疗赤巴病。

表 １　 智托洁白丸的药味及其占比

药味 处方 占比 ／ ％
苦 兔耳草、藏木香、矮紫堇、渣驯 ５２
甘 寒水石、蜂蜜 ２８
涩 诃子 ２０

４ ２　 化味 　 某味药被机体食用后， 在胃部通过 “三火”
（培根扭杰、 赤巴吉杰、 隆美念） 依次消化吸收时从原味

转化为消化后味即化味。 化味根据味可分为甘化味， 酸化

味、 苦化味， 其中甘味和咸味化味为甘； 酸味化味为酸；
苦、 辛、 涩三者化味为苦［１１］ 。 因此智托洁白丸中兔耳草、
藏木香、 矮紫堇、 渣驯、 诃子的化味均为苦， 寒水石、 蜂

蜜化味为甘， 详见表 ２。 由此可知， 智托洁白丸的主要化

味是苦和甘， 此方总剂量为 ８９０ ｇ， 其中化味苦味药物

６４０ ｇ， 占比 ７２％ ， 表明此方在化味功效上主要克制赤巴热

证， 与味功效形成一致。
表 ２　 智托洁白丸的化味及其占比

化味 处方 占比 ／ ％
苦 兔耳草、藏木香、矮紫堇、渣驯、诃子 ７２
甘 寒水石、蜂蜜 ２８

４ ３　 药物性能与临床应用　 基于藏医理论， 胃是培根寒症

的主要聚集部位， 当胃部培根偏盛时， “三胃火” 会减弱，
引起消化不良， 分泌大量的 “培根培乃”， 从而导致胃胀、
胃痛、 胃酸等各种寒性胃病。 寒水石作为矿物药， 具有糙

性和锐性， 可以清除培根培乃的黏性与柔性， 从根源上消

除胃病的主要病因， 因此六味寒水石丸、 智托洁白丸、 二

十一味寒水石丸等培根木布病常用药物中皆含寒水石， 并

把寒水石作为 “培根木布” 的首选药物［１１］ 。 也因寒水石性

寒， 可清除胃热， 故此方常用于胃炎［１１］ 。 此外， 寒水石可

以抑制胃酸分泌， 也因含微量元素锌， 可促进伤口愈合，
所以此方具有抑制胃酸、 愈合溃疡之效［７］ ， 也与藏医学的

寒水石消除培根培乃的观点一致。 诃子与渣驯调和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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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渣驯清胃热， 诃子因药味偏甘， 可滋补强身， 也因含

多种药味， 可以生胃热、 助消化［１２］ 。 同时诃子在藏药界有

“药王” 之称， 可以调和药性， 五味麝香丸等很多藏药复

方中， 诃子与乌头合用， 能去除乌头毒性， 此外金属与宝

石药物的炮制也需要加入诃子， 用其去除毒性， 可见诃子

具有解毒、 调和药性之效。 并且诃子具有涩肠敛肺、 降火

利咽的功效［１３］ 。 木香性温， 兼备锐性， 可清除培根［１０］ ，
亦可调节隆查， 消除胃胀， 促进伤口愈合［１１］ ， 也因木香中

含有木香烃内酯， 有松弛平滑肌、 解痉的作用［１４］ ， 故以木

香为主的六味木香丸是藏医临床上常用的消化道止痛药物。
矮紫堇与兔耳草皆能凉血、 清血， 主要治疗 “培查”， 因

此智托洁白丸用于 “培查” 偏盛引起的音哑与 “培根木

布”。 蜂蜜具有糙性， 可以清除胃部培根培乃， 也可清除

黄水， 更是药引子， 负责把智托洁白丸的药效引领胃部。
诸药合用， 具有清胃热、 制酸、 止咳功效， 临床上主要用

于慢性胃炎、 培根木布、 胃痛、 呕吐酸水、 咳嗽、 音哑、
胃部壅寒、 呼吸不畅等疾病［６］ 。 尤其对消化性胃溃疡， 具

有显著疗效， 其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 ＣＯＸ⁃２ 表达， 抑制炎

症反应， 同时增强胃溃疡胃组织 ＥＧＦ、 ＥＧＦＲ ｍＲＮＡ 表达，
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增生与组织修复， 从而达到治疗胃溃

疡的作用［１５］ 。 也有研究表明， 智托洁白丸通过降低胃蛋白

酶活性， 减少胃液中胃酸水平， 降低胃动素、 胃泌素水平

来抑制溃疡［５］ 。
４ ４　 剂量　 藏医经典 《四部医典》 中记载： “无量等分主

药增剂量， 有量按量相配投之宜” ［１１］ ， 是指在所有藏药复

方中， 没有说明具体剂量的药材， 可等量加入， 有剂量的

药物按量加入， 剂量加倍或最大的药物为主药。 因此在方

中剂量最大的药物一般为主药。 在智托洁白丸中各味药的

剂量分别为寒水石 ２００ ｇ、 诃子 １８０ ｇ、 木香 １２０ ｇ、 渣驯膏

１００ ｇ、 矮紫堇 １２０ ｇ、 兔耳草 １２０ ｇ、 蜂蜜 ５０ ｇ。 其中寒水

石剂量最大， 为主药， 在方中起主要作用； 其余 ６ 味药均

为副药， 其中诃子剂量最大， 主要调节复方的整体药性，
其次木香、 矮紫堇、 兔耳草剂量较大， 三者提升主药的功

效， 帮助主药清胃热、 除坏血； 渣驯清胃热， 提升主药功

效， 但剂量小于木香、 矮紫堇与兔耳草， 是因为方中渣驯

为浸膏剂， 浸膏剂作为药汁浓缩的精华， 剂量虽小， 浓度

却很高， 所以渣驯剂量不宜过大。 蜂蜜为药引子， 若剂量

过大， 容易掩盖主药功效， 使复方药效发生变化， 因此方

中蜂蜜剂量最小。
５　 讨论

培根木布系藏医理论范畴， 胃溃疡即木布病变在胃部，
它主要由隆、 赤巴、 培根与血紊乱引起， 其中培根与血

（统称培查） 是主要病因， 因此治疗培根木布必须重点治

疗培根与坏血。 然而智托洁白丸的主要药味与化味均为苦，
主要抑制赤巴病。 从药物性能上智托洁白丸主要抑制查赤

病与培根病。
在具体藏药配方配伍中， 药味配伍法、 化味配伍法、

性能配伍法作为藏药配方配伍的基本原则， 以主药与副药

作为藏药复方的配伍方法， 副药又由卡增、 卡久、 卡能、
卡擦儿、 药引子组成。 其中卡增主要用于减轻复方对机体

各部位危害而加入的少许药物［１１］ ； 卡久是在原有的基础方

中加入某疾病的特定药物， 使复方药效直达病变部位的药

物； 卡能是在方中抑制并发症而加入的少量药物； 卡擦儿

是为了倍增复方功效， 在原有配方上额外加入的少量秘药。
药引子有 ２ 种含义， 一是方中引领复方药效直达病变部位

的药物， 主要指白糖、 甘蔗、 蜂蜜； 二是用来服药的饮

品［１］ ， 智托洁白丸中药引子为第一种含义。 综上所述， 卡

增、 卡能、 药引子是指方中某味药物， 卡久、 卡擦儿是在

原处方上额外加入的药物， 并且药引子与卡久的功效极其

相似， 但是有一定的区别， 卡久是在原基础方上另加的少

量药物， 药引子是指处方中原有的某味药。 智托洁白丸中

含有主药与副药、 卡能、 卡增、 药引子等药物。
智托洁白丸作为藏医经典胃药， 方中寒水石主要清除

胃部培根培乃与胃热， 为此方主药。 其余木香与兔耳草、
矮紫堇、 渣驯、 诃子、 蜂蜜六味药均为副药， 主要用于辅

助寒水石清胃热、 除坏血、 治培查。 其中木香性温， 清除

培根、 调节隆查， 是隆查病的卡能药物； 矮紫堇与兔耳草

清血热， 治培查［１６］ ， 是培查病的卡能药物； 诃子与渣驯调

节三因［１０］ ， 是三因的卡能药物， 并且渣驯清胃热［１１］ ； 蜂

蜜为药引子， 不但把此方药效引至胃部， 同时清除胃部培

根培乃， 是培根病的卡能药物。 综上所述， 方中寒水石与

蜂蜜、 木香主要清除培根， 矮紫堇、 兔耳草、 渣驯清血热，
诸药合用， 抑制培查、 清胃热、 制胃酸， 在临床上主要用

于胃热、 胃痛， 尤其对培根木布引起的胃酸、 烧心、 呕吐

酸水有显著疗效。 但是目前对此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源

考证、 质量标准、 消化性溃疡的作用上， 在止咳、 音哑、
高血压、 呼吸系统等方面疗效研究甚少。 因此后续可以在

上述领域进行研究， 为智托洁白丸的多种临床应用提供科

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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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 《印度尤纳尼药典》 中 ２９８ 味药材的特点， 为我国拓展新药源和增添新主治提供参考。 方法　 提取

尤纳尼药名、 拉丁学名、 科名、 属名、 分布、 药用部位、 药理作用、 治疗用途以及剂量等信息， 建立数据库， 对 ２９８
味药材的科名特点、 分布情况、 药用部位和主治特点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２９８ 味药材分布于 ９８ 个科， 主要有豆

科、 伞形科、 楝科等； 涉及 ２０７ 个属， 主要有印楝属、 榕属、 水黄皮属等。 有 ２４５ 味药材在中国有分布， 其中有药用

的有 ２２７ 味， 无药用的有 １８ 味， 无分布但有药用的有 １３ 味， 有 ５４ 种为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一部收载品种。 常见

的药用部位为果实及种子类， 其次是根及根茎类。 药材的生境多样， 总体分布的海拔范围在 １５０～ ５ ０００ ｍ； 在印度及

世界多个地方均有分布， 如亚洲、 欧洲和地中海， 其中 １０４ 味药材在全印度都有分布和药用。 主要药理作用有抗炎、
利尿、 镇静、 祛痰、 排出胃肠内气体； 常用于治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疾

病。 结论　 印度尤纳尼药材品种丰富， 归属于热带常见科属， 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有特色。
关键词： 《印度尤纳尼药典》； 药材；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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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育吠陀、 中医学和阿拉伯医学并称为世界三大传统

医学， 不仅在本国很受欢迎， 而且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

用［１］ 。 阿拉伯医学源于古代西方哲学的希波克拉底⁃盖伦医

学， 形成于 ８～ １２ 世纪的阿拉伯帝国 （６３２ ～ １２５８ 年）。 在

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和地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西方医史

学家将这一阶段的医学称为 “阿拉伯医学” 或 “古希腊⁃
伊斯兰医学” ［２］ 。

印度的传统医学包括阿育吠陀、 尤纳尼、 悉达、 顺势

疗法、 瑜伽和自然疗法［３］ ， 一般认为尤纳尼属于阿拉伯医

学体系［４］ ， 随着伊斯兰教传播到印度， 是印度继阿育吠陀

之后的第二大传统医学。 尤纳尼具有整体性诊断和个体化

治疗的特点， 其通过食疗、 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方式来

对抗疾病， 治疗药物包括植物药、 动物药和矿物药等［５］ 。
尤纳尼的理论基础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所提出的体液学说，
体液平衡失调及机体不能排除致病废物将导致疾病， 在治

疗中强调发挥人体的自愈能力， 克服机体失调状态［６］ 。
印度政府为了制定尤纳尼药物的统一标准， 在遵循

１９４０ 年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基础上， 于 １９６４ 年成立了尤纳

尼药典委员会， 亦在 １９７０ 年建立了印度医学药典实验室。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 《印度尤纳尼药典》 共分 ２ 部，

９５６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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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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