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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枝运用半夏治疗妊娠恶阻经验

关键词 妊娠恶阻／中医药疗法

孙宇婷指导：李京枝

(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产科，河南省郑州市人民路19号，450003)

李京枝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

医师，产科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妇产科疾病的

诊疗及科研工作30余年。对于中西医妊娠病治疗见

解独到，现将李老师临床应用半夏治疗妊娠恶阻经验

总结如下。

l痰浊内停是首因

初孕以后，血雍气盛，冲脉之气上逆，胃失和降，脾

失健运，脾胃功能失司，中焦不运者，痰浊内生，中焦凝

滞，浊气上逆，呕吐以作。导师认为本病多是其妊娠脾

胃虚弱，而痰涎壅滞于脾胃随之上冲所致。故脾胃虚

弱是根本，痰浊内停是病因。急则救其标，缓则治其

本，故痰涎不去则呕吐不止，而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

半夏正是治疗痰涎壅盛呕吐之良药。

2半夏止吐有奇功

半夏是临床最常用，最有效的止吐药物，半夏的炮

制品被历代医家公认为止呕之圣药，常用其方剂如小

半夏汤，半夏泻心汤等。早在汉代张仲景即开始用干

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呕吐不止。现代药理研究认

为：半夏药理作用广泛，不但能镇吐而且有抗溃疡作

用，与其降逆止呕、消痞散结功效基本相符。实验证明

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激活迷走神经传出活动【11以

及减少胃液分泌，降低胃液游离酸度和总酸度，抑制胃

蛋白酶活性，保护胃黏膜，促进胃黏膜的修复旧J。

3有故无陨亦无陨

半夏辛温，有毒。传统把半夏列为妊娠禁忌药，但

绝大多数医家不赞成其观点，《校注妇人良方》《医宗

金鉴》《药证》等均提出异议。《药证》中提到：此证而

用此药，夫何忌之有?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半夏汤剂不

大可能出现遗传毒性"1；对孕鼠的胚胎及子鼠的生长

发育均未见明显影响H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从母体免

疫功能研究，证明妊娠应用姜半夏对母体是安全

的∞1。故导师认为本着“有故无殒”的原则，严格掌握

适应症，适量的应用半夏不仅不会引起妊娠妇女阴道

流血及腰腹疼痛等先兆流产的症状，而且对恶心呕吐

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对出生后孩子的生长发育

及智力也无影响。

4炮制配伍效更佳

生半夏辛温有小毒，其有效成分较为复杂，主要为

生物碱，B一谷甾醇、氨基酸、有机酸、半夏蛋白等。其

中生物碱有很强的刺激性能引起咽喉发炎水肿甚至失

音和刺激胃肠黏膜而引起呕吐和腹泻；而半夏蛋白具

有影响卵巢黄体功能的活性，半夏蛋白影响了卵巢黄

体功能，使内源性孕酮水平下降导致蜕膜变性，胚胎失

去蜕膜的支持而流产№J，古人谓之生半夏有“堕胎”之

性。故中医临床应用半夏治疗妊娠呕吐时使用半夏大

多是炮制过的，慎用或禁用未经炮制的生半夏。半夏

的传统炮制有姜制、水煮、微火炮、制曲、矾制、姜矾制、

姜萝卜制、姜甘草制、酒姜制，法制半夏等，《中国药

典》收载有半夏、清半夏、法半夏、姜半夏等。研究表

明，姜汁煮半夏及姜汁冷浸半夏均可降低半夏刺激性，

但以姜汁煮半夏降低效果明娃，从两种不同动物实验

中得到相同结果一曲J。而法半夏毒性更小¨0|，生半夏

毒性最大。

医圣张仲景对于呕吐的治疗特别重视半夏和生

大有进步，其余诸症基本缓解，眼已不红不充血，无流

泪，眼睑浮肿已消。守杞菊地黄丸加白术159，车前子

309，青葙子159，茺蔚子209，谷精子129。再服3个月

后杏各项指标正常，诸症缓解，停药观察1年半随访无

复发。

3讨论

廖老善用中医的五轮学说来辨证论治突眼。肝开

窍于目，角膜瞳孔分属肝肾所主，脾主四肢主H艮睑及其

周围软组织。故眼睑浮肿，可以脾经论治，考虑结膜充

血以肺经论治。廖老巧妙应用眼睛的特定用药，如自

拟的五子饮对眼睛疾患很有疗效，包括决明子、青葙

子、茺蔚子、谷精子、枸杞子、白蒺藜等。同时常考虑祛

风药的使用。廖老认为祛风药在突眼治疗中也十分重

要，“高巅之七，惟风可达”，重视风邪与突眼形成的关

系。无论何种突眼皆可适当考虑病变部位，及其所属

脏腑，加入祛风药如防风、桑叶、菊花、白蒺藜、木贼草、

蝉蜕等。

(2009—10～26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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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可以说止呕不离半夏与生姜，半夏治疗呕吐的2l

方中与生姜和伍的就有17方之多。中药配伍半夏畏

生姜，即生姜不但能够加强半夏的功效，而且与之配伍

可以减少半夏的毒性。关于半夏与生姜相畏之说的研

究表明，生姜可降低半夏的刺激性，小鼠口服鲜姜汁或

煮姜汁均可降低生半夏腹腔注射所致的刺激性，此作

用随生姜用量增加而增强。生姜对半夏的解毒作用，

可能与生姜对机体组织细胞中的前列腺系统的调节有

关⋯J。因此，生姜对半夏有确切的解毒作用。

5服药方法学问大

导师常说“煎药方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

在乎此。”对于半夏这样的有毒性，刺激性强的药物更

是如此。1)服用方法：口服比其他给药途径毒性低，主

要足因为半夏具有“堕胎之性”的有效成分为半夏蛋

白I，而半夏蛋白I町经胃蛋白酶降解而丧失活

性¨引，因此常用的口服给药法可使半夏的毒性大为减

弱以至消失。2)煎煮方法是应先煎半复：一是减轻毒

性，二是减少对胃的刺激。有药理研究显示半夏中含

有的生物碱是引起对多种黏膜的刺激性，导致口舌刺

痛肿胀等副作用的主要成分，而人汤剂煎煮以后，刺激

性作用消失。¨列全方煎后去滓再煎，再煎的目的是浓

缩药液以提高浓度，减少服药次数，增强药力。3)煎煮

时间：半夏组方时剂量大小、有无佐姜是决定煎药时间

的重要因素。半夏剂量越大煎煮时问越长，佐姜则反

之。这是因为生姜制半夏毒且其中的成分易于挥发故

不宜久煎。

6病案举例

患者某，女，25岁，2008年10月19日初诊。妊娠

70余日。于停经50余天即开始恶心呕吐，曾予维生

素B。，补液对症治疗，病情反复。患者近1周呕吐日

渐加剧，有时食入即吐，吐痰涎，口干苦，不思食，二便

尚可。舌尖红，苔白腻而干，脉滑濡。诊断：妊娠恶阻，

为痰湿中阻，胃失和降所致。治宜健脾化痰，和胃降

逆。方用半夏泻心汤加减：法半夏109，茯苓、党参、黄

芩、白术各129，黄连、干姜、炙甘草各69，大枣10枚。

3剂，每日l剂，水煎服。2008年10月22日复诊，服药

3剂，呕吐已止，惟胃纳不振。嘱服山楂丸l周调治。

7体会

妊娠恶阻是早期妊娠的常见病、多发病，尤以年轻

初孕妇较为多见，反复呕吐不能自止，可使孕妇迅速消

瘦或诱发他病，甚至影响胎儿的发育，故需及时治疗。

半夏是临床最常用、最有效的止吐药物，但因其有小

毒，传统义把半夏列为妊娠禁忌药。随着关于半夏的

药理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它的毒性和副作用也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关于在孕期的使用也有更多的讨论。笔

者随师应诊，目睹李老师运用半夏治疗妊娠恶阻常取

得显著疗效，导师认为所渭“有病则病当之，而胎固安

然无恙也”，半夏可以应用于妊娠恶阻，对于半夏使用

于妊娠恶阻的要点不外乎几点：1)对症用药。导师常

说有此证而用此药，夫何忌之有。虽半夏有小毒，但其

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之功，对于痰涎壅滞于

脾胃随之上冲的恶阻半夏有很好的疗效。不应片面的

因其有小毒而舍弃对症的良药。2)严格剂量。药理研

究半夏的毒性与剂量成正比，故导师在临床上的药物

用量精确，时时遵循中病即止的治疗原则。其常用量

为6～159。3)精巧配伍。半夏配伍生姜可以大大减少

半夏的毒性而且生姜亦为呕家圣药又能大大加强半夏

降逆止呕的功效。4)炮制去毒。法半夏、姜半夏的毒

性经过炮制毒性大大减轻。特别是姜半夏，在半夏的

功效之上有了生姜之功。而法半夏现代药理研究毒性

最小。5)讲究用法。由于胃蛋白酶可降解导致流产的

半夏蛋白I，使之丧失活性，故口服煎剂是最佳服用方

法。煎药时先煎半夏，而后全方煎，后去滓再煎。煎药

时间遵循着半夏剂量越大煎煮时间越长，佐姜则反之

的原则。总之本着“有病则病当之”，及“中病即止”一

定能“胎固安然无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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