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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承柏教授应用葛根治疗肝病的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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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承柏教授业医 ５０余载，擅长诊治肝病，创用
“凉血活血重用赤芍”治疗瘀胆型肝炎，被誉为“退黄

一绝”。他临证用药强调“一药多用”“一药多解”，现

以葛根为例，论述吾师诊治肝病用药思路与特点。

１　治疗酒精性肝病
吾师重用葛根治疗酒精性肝病，理论源于古代医

家经验及现代药理学研究。《药性论》中明确提出葛

根“主解酒毒”。《本草拾遗》中载葛根“解酒毒，身热

赤，酒黄，小便赤涩”。现代研究证明，葛根异黄酮能

明显抑制酒精摄入、影响乙醇代谢、促进酒精戒断、减

轻乙醇对肝细胞的氧化损伤等［１］。葛根辛甘无毒，小

鼠口服最大耐受量为３０７２ｇ／ｋｇ［２］。所以，汪教授治
疗酒精性肝病，特别是酒精性瘀胆型肝炎，常重用葛根

９０ｇ，最大用至１５０ｇ。
２　治疗药物性肝损害

临床报道含葛根复方如桂枝加葛根汤、升麻葛根

汤等治疗药物性肝损害［３］，这可能与其具有抗氧化损

伤、保护肝细胞膜等作用［４］有关。临床上汪教授诊治

药物性肝损害特别是药物导致的重度黄疸，在重用赤

芍基础上加用葛根３０～６０ｇ，常获显效。
３　凉散肝郁火旺

肝郁气机阻滞不畅，日久化火，热郁于内，暗伤津

液，常表现为烦躁易怒、五心烦热、口渴。葛根味甘辛，

性温平，入肝脾经，通引足阳明经，轻扬升发，善凉散，

“治胸膈热，心烦闷，热狂”（《日华子本草》），又能“升

胃气入肺而生津”（《本草备要》），“去热燥消渴”（《本

草蒙筌》）。汪教授诊治肝火内郁而性情急躁患者，常

在疏肝理气的基础上配伍葛根以“散郁火”。特别是

围绝经期女性肝病患者，雌激素水平波动或下降导致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更易出现月经紊乱、潮热汗出、烦

躁易怒等症状。现代研究证明，葛根异黄酮的化学结

构与雌激素相似，葛根异黄酮苯环 Ｃ７和 Ｃ４位羟基对
应于雌二醇Ｃ３和Ｃ７位，此相似结构决定葛根具有雌

激素样活性的生物学效应［５］。所以，汪教授诊治围绝

经期女性肝病患者，常加用葛根３０～６０ｇ。另外，由于
醇提法对葛根总黄酮提取率是水提法的２倍［６］，汪教

授常用低度白酒浸泡大剂量葛根等药物，每日 ５～
１０ｍＬ饮用，以对抗女性衰老、防治中老年妇女疾病。
４　发表透邪，治疗黄疸并发之皮疹

重度黄疸患者常并发非感染性皮疹，汪教授将其

分为血瘀型和血热型［７］。其中血热型皮疹多表现为

皮疹色红、略高出皮肤、压之褪色、皮肤瘙痒等。在重

用凉血活血之品赤芍、紫草上配伍葛根以发表散邪、外

达内郁入血之邪热，使皮疹透出、黄疸消退。

５　升阳止泻，对抗治黄主药赤芍之腹泻不良反应
葛根升发清阳，鼓舞脾胃清阳之气上升而奏止泻

之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葛根能抑制小肠蠕动、降低

胃排空速度等［８］。汪教授在赤丹退黄颗粒组方中配

伍葛根，一则治黄、散郁火，二则取其升阳止泻之效，以

减轻赤芍、瓜蒌引起的肠鸣泄泻不良反应［９］。

汪教授强调“一药多用”，选用主药既要具有明确

西医药理作用，又要符合中药理法方药原则，以利于专

病专药研制和中成药的开发，便于中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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