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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古、现文献学角度，并结合我们的实验研究结果，系统论述了有毒中药控毒：炮制减毒和配伍减毒的理论和方法和研究
思路，为合理安排有毒中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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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中药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如果
使用不当，有毒中药对人体具有损害作用，但通过合理

应用可成为治病之良药，从而起到一般补益药所不能

达到的治疗效果。我国对中药毒性控制的认识历史悠

久，建立了有关有毒中药较系统的理论和一系列的应

对处理方法，我们对有毒中药控毒减毒理论和方法进

行论述，为安全合理应用有毒中药提供参考。

１　炮制减毒
１１　传统炮制减毒理论和方法　中药炮制是根据中
医药理论，依照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性质，

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所采取的独特的制药技术，

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药的特色之一。

大部分中药必须经过炮制以饮片形式应用。通过炮制

降低有毒中药的毒性是古今公认的有效方法。我国第

一部医药著作《神农本草经》就有中药中药炮制的记

载“药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

真伪陈新，并各有法”。张仲景也认为药物须烧、炼、

炮、炙，生熟有定，或须皮去肉，或支皮须肉，或须根去

茎，或须花须实，依方拣采，治削，极令净洁等。梁·

《本草经集注》中开始归纳总结出一些药物的炮制原

则，如“凡汤酒丸散，用天雄、附子、乌头、乌喙、侧子，皆

課灰中炮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秤之”等。南宋许洪的

《局方指南总论·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明确提出了

“凡有修合，依法炮制，分两无亏，胜也”的炮制思想。

我国古代的先贤早就认识到通过炮制可以消除或

减低药物毒性，并建立了各种炮制减毒方法和理论，保

证临床用药安全。有人统计，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应

用附子有２０个处方，脚注中注明要“炮去皮”者１２方
（占６０％），《金匮要略》中载有附子、天雄者 ２６方，
“炮”用者有２０方（占７６％）［１］。历代医药典籍中记载
了大量炮制减毒方法。如《雷公炮炙论》有蛤蚧“去头

足……毒在眼”。明《炮炙大法》蕲蛇“其骨刺须远弃

之，伤人，毒与生者同”。《普济方》天南星“白矾汤泡

去毒水”。《本草备要》天南星“火制则毒性缓”加热处

理去毒的记载等。

有毒中药的炮制解毒理论，主要有七情理论中的

“相畏相杀”理论。七情理论是古代医家对两种药物

合用后相互之间产生作用的总结，包括增效、减毒、减

效、增毒四个方面，汉代《神农本草经·序例》将各种

药物的配伍关系归纳为“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

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

情，合和视之”。其中相畏、相杀可以减轻或消除毒副

作用配伍，也被应用于炮制理论中，用一种辅料或药物

炮制另一种药物，有时也会产生如前的配伍作用，并逐

渐形成了相杀、相畏炮制理论。《本草经集注》中关于

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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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说明药物炮制减毒方法从方剂学配伍中开始

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中药相畏炮制减毒理论。如《食

疗本草》有大豆“杀乌头附子毒”。《本草发挥》有“如

治风治寒有必须用附子、乌头者，当以童便而浸之，以

杀其毒”之论。《本草述》有川乌“大豆同煮熟，去其毒

用”。相畏为制，如《本草经集注》有半夏“用之必须生

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本草通玄》言人参

“肺家本经有火，右手独见实脉者，不宜骤用；即不得以

而用之，必须盐水焙过，秋石更良；盖咸能润下，且参畏

咸卤故也。”这是用相畏、相杀理论指导中药炮制的实

际例子。

我国古代医家在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记载了大量的炮制减毒的方法，其科学性已被现代药

理所证实。主要方法：１）净制去毒：通过净制除去有些
药物毒性成分主要存在于原药材某一部位，或者除去

一些非药用部位，即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如《雷公

炮炙论》指出：白花蛇“头尾及骨俱大毒，须尽去之”。

蛤蚧其“毒”在眼，炮制时需要“去眼”。又如《重修政

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载：“凡用斑蝥……去头、足

及翅翼……则去毒矣。”如枇杷叶“毛能射人肺，令咳

不已”，目前已知，枇杷叶的致咳作用与其所含的成分

无关，主要是枇杷叶背面的绒毛机械性地刺激咽喉导

致，故需刷去毛以消除该副作用。２）热制除毒：加热使
毒性蛋白质变性、挥发或者破坏能够产生毒性物质的

酶，从而达到降低毒性的目的。如巴豆［２］、苍耳子［３］、

蓖麻子等通过加热使毒性成分变性。如苍术中过量的

挥发油对生物体有害，经过麸炒或炒焦后可降低挥发

油的含量，缓和苍术的苦燥之性［４］。斑蝥中的毒性成

分斑蝥素在高温升华，传统炮制方法为米炒，使斑蝥素

的升华，部分斑蝥素升华而使含量降低［５］。苦杏仁生

用，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苦杏仁苷易被共存的

苦杏仁酶和野樱酶水解，产生有毒的氢氰酸。但若加

热炮制后，因酶被破坏，经口服后，苦杏仁苷在体内可

缓慢分解而产生微量的氢氰酸，对呼吸中枢能起镇静

作用，能达到平喘的目的而不致引起中毒［６］。３）水飞
法除毒：通过水飞溶解除去有毒成分，弃去有害物质。

如雄黄主含Ａｓ２Ｓ２，其中夹杂的 Ａｓ２Ｏ３；朱砂主含 ＨｇＳ，
经水飞成为极细粉末的过程中，通过加多量水反复操

作，可除去雄黄中的Ａｓ２Ｏ３和朱砂中的 ＨｇＳ，而且通过
温度的控制，防止了剧毒成分 Ａｓ２Ｏ３的生成

［７－８］。４）
加辅料制毒：通过使用辅料加热使毒性成分转化或含

量降低。如大戟、甘遂、芫花自宋代以来都用醋炙法炮

制，其目的是减低毒性。大戟所含的有毒成分为三萜

类化合物及大戟苷等，经醋制，即可与乙酸作用生成衍

生物，使之无明显刺激性及毒性［９］。

１２　有毒中药炮制研究进展　现代对于炮制减毒研
究主要在以几个方面：１）用化学和药理指标结合方法
对传统炮制方法的挖掘及工艺规范化研究。如考察芫

花［１０］、商陆［１１－１２］炮制工艺以醋制法最佳；考察乌头炮

制工艺，以蜜制法最佳［１３］；考察马钱子炮制工艺，以麻

黄炙马钱子可以减毒增效，其中麻黄甘草炙马钱子法

和麻黄醇提液炙马钱子法较佳，有一定应用价值［１４］。

２）创新炮制工艺和进行新设备研究与开发炮制新工艺
的研究和新设备的利用方面［１５－１６］。３）依据毒性成分
性质，设计炮制新工艺研究。如根据毒性成分马兜铃

酸的性质，借鉴传统中药炮制经验，用０１ｍｏｌ／Ｌ碳酸
氢钠多次浸泡后醋制法，以马兜铃酸Ａ为指标，进行去
除关木通中马兜铃酸的炮制工艺研究和中试［１７］。４）
炮制减毒机理研究。依据炮制前后化学成分变化而比

较药效和毒性的变化阐明炮制减毒的原理［１８－２２］。

１３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目前炮制主要是以中药毒
性成分为主要指标的炮制的研究一种或者几种化学成

分的变化与药效和毒性变化的相关性，这是否能代表

有毒中药的毒性物质基础、毒效、功效的变化？而在不

同证候、不同机体状态上述关联是否也会发生变化？

这些疑惑均是导致目前“化学炮制”方法和“炮制化

学”手段所不能保证有毒中药的临床用药安全和进行

有效质控的症结所在，这忽视了中药毒性的认识贯穿

在“辨证”过程和“功效”发挥之中。

有毒中药只所以能够被应用，主要是因为其具有

独特的疗效，若一味强调炮制降毒，则极有可能在毒性

降低甚至消失的同时，药效也会丧失。因此对于有毒

中药的炮制应该从降低毒性和保存药效或增强药效两

个方面考虑。对于无药用价值的毒性部位或者成分，

通过炮制尽可能的去除，同时要尽量减少有效成分的

损失。对于既有毒又有效的物质通过炮制使其有毒成

分降到安全范围之内，达到毒性较小又保持药效的含

量，使之达到适中。

２　配伍减毒
２１　传统配伍减毒理论和方法　配伍是中药最为常
见的用药形式。通过复方配伍降低中药的毒副作用，

扩大有毒中药的治疗范围是古今公认的保证临床用药

安全有效的措施之一，也是中医药的特色之一。在长

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形成了一系列配伍减毒理论。

七情配伍中的相杀、相畏配伍是专门对有毒中药配伍

减毒理论的论述。“相杀者，制彼之毒也。”即一种药

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相畏是

指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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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除。正如《神农本草经》中所云“若有毒宜制，可

用相畏、相杀者”。古代先贤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配伍减毒的经验，《证类本草》云“俗方每用

附子须甘草、人参、生姜相配者，正制其毒故也。”。本

草记载了大量的相杀、相畏配伍。《本草经集注》所载

畏恶七情表中相畏的药味有８５条，相杀的药味有１２
条。据《证类本草》载后蜀韩保升《蜀本草》曾记载有

关七情药数目：“相畏者７８种，相杀者３６种。”这些认
识源于长期临床经验的累积和总结，对于指导临床合

理安全用药有重要作用。

在中医药方剂学的配伍中，七情配伍是中药配伍

的基本形式，君臣佐使是方剂配伍的主要规则。《黄帝

内经》中记载的君、臣、佐、使的配方理论中，佐药是指

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涉及到了

方剂减毒的配伍。如十枣汤中以大枣煎汤送服芫花、

甘遂、大戟，通过大枣护中补脾的作用缓和三者对胃肠

道的刺激。愚功散中牵牛辛烈，茴香辛热温散，能暖丹

田，祛小肠冷气，解牵牛毒性。四逆汤中君药附子大辛

大热，有毒。臣药干姜辛热，温中散寒，助阳通脉。佐

使药炙甘草固护阴液，缓姜、附的燥烈之性，制附子毒

性。

２２　配伍减毒现代研究进展　近年来我国学者运用
现代实验手段，综合运用化学、分析、毒效指标对于中

药配伍减毒进行了研究。徐建东等应用紫外分光光度

法测定大黄附子汤中各组分不同配伍对附子中乌头碱

含量，结果显示配伍后附子中乌头碱含量下降，认为配

伍具有减毒作用［２３］。徐姗等用 ＨＰＬＣ法分析各种煎
液中乌头碱及次乌头碱的煎出量，同时用动物实验测

定各煎液不同给药途径的急性毒性，发现甘草酸及甘

草次酸并不能减少附子中有毒生物碱的煎出，而可能

与有毒生物碱结合，延缓其在胃肠道吸收，发挥一定的

减毒作用［２４］。越皓等利用电喷雾质谱技术和内标法

分别对附子，附子配伍炙甘草、白芍、干姜、大黄共煎液

生物碱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与单煎附子相比，附子中

生物碱类成分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２５］。奚丽君等运

用探针药物法分析半夏生姜配伍对大鼠 ＣＹＰ４５０酶的
影响，结果显示半夏和生姜配伍运用较之半夏单用，配

伍运用对 ＣＹＰ酶具有诱导作用，可抵消半夏单用对
ＣＹＰ酶的抑制作用，认为是生姜减半夏毒原因之
一［２６］。以上主要以有毒中药毒性成分为观察指标，从

毒性成分溶出、吸收、代谢的变化，观察配伍前后毒性

变化。有学者通过观察与毒性靶器官相关的毒性指标

变化研究配伍减毒作用。如半夏属于中国药典的有毒

中药范围，毒性表现为对黏膜的刺激作用。吴皓等通

过观察生姜配伍半夏后对小鼠腹腔的刺激作用和对大

鼠足趾刺激产生的炎症反应，进行生姜配伍半夏配伍

减毒的研究。结果发现，加用生姜可以降低半夏对小

鼠腹腔的刺激性，减少扭体发生率。可以非常显著地

抑制生半夏所致动物毛细管通透性的增加及炎症足组

织前列腺素 ＰＧＥ２的含量，降低炎症足的肿胀程度。
认为生姜具有在体内拮抗半夏的毒性作用［２７］。王金

华等通过兔眼刺激性实验研究生姜对半夏的减毒作

用。研究发现，生姜汁可使半夏对眼结膜刺激反应的

阳性率下降至２２２％，对半夏的刺激反应呈现出较强
的拮抗作用［２８］。附子属于药典的有毒中药范围，毒性

强度为“有毒”。附子临床典型毒性特征是各种类型

的心律失常。针对附子的心脏毒性胡小鹰等观察了甘

草对附子导致心律失常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乌头碱

诱发的心律失常甘草类黄酮与异甘草素有明显拮抗作

用，提示甘草解附子心脏毒性作用的有效成分可能为

黄酮类化合物异甘草素［２９］。雷公藤毒性主要表现在

对胃肠道、肝脏、肾脏和生殖系统的毒性。杨静娴等研

究发现五子四物瓜石汤可显著对抗雷公藤多苷胃肠道

的毒性［３０］。针对雷公藤的肝毒性周艳丽等研究了白

芍总苷对于雷公藤多苷导致的小鼠急性肝损伤影响，

结果显示，白芍总苷降低因雷公藤多苷导致急性肝损

伤动物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及肝匀浆丙二醛的含量。认为白芍总苷可以对抗雷公

藤多苷片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其机制与氧自由基产

生有关［３１］。胡廉等研究发现野山楂根能够拮抗雷公

藤多苷对雄性大鼠的生殖损伤作用，提高不育症模型

雄鼠的生育力［３２］。张宏博等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可

拮抗雷公藤致雌鼠生殖系统的毒副作用［３３］。目前中

药配伍减毒多集中在运用现代实验手段，综合运用化

学、分析、毒效指标进行验证；对于有毒中药的毒性是

在中医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于有毒中药的配伍

减毒的研究在从中医药理论上探讨方剂配伍的增效减

毒问题，探索从治法治则角度探讨“制毒纠偏”的机理

研究，从有毒中药药性理论的角度出发，综合探寻有毒

中药通过适当配伍达到制约毒性、制约烈性、制约偏性

作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几个方面显得研究不够。

２３　配伍减毒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２３１　以古本草、古方剂文献为基础挖掘传统配伍减
毒方法［３４］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我国古代先贤积累
了丰富的配伍减毒的经验。除了文献中记载的相杀、

相畏记载外，在古代医疗典籍中还记载了许多的含有

有毒中药的经典的复方，如《伤寒论》中四逆汤、十枣

汤、《儒门亲事》记载的愚功散等。其中有部分方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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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中药配伍减毒的角度开展处方研究，其科学性也

被证实［３５－３６］。全面收集梳理中药配伍减毒的古今文

献，基于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经验中有关配伍减毒的相

关传统信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应用中药化

学、药效学、毒理学等现代的研究方法对有毒中药传统

的配伍减毒进行系统研究寻找配伍减毒的科学性以及

潜在规律。

中药相反相成配伍形式是指方剂中两味或多味药

物之间药性（主要指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体质、功

能、作用特点等方面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相制相用的

配伍关系，是中医学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在药物、方剂配

伍相互作用关系上的反映［３７］。通过药物间配伍，寒热

共投，补泻兼施、行守结合、升降相因、散敛相配、刚柔

相济等配伍形式，使机体气机升降有序，恢复“阴平阳

秘”的平衡状态，从而达到纠偏减毒的作用。如《伤寒

论》大黄附子汤、附子泻心汤及《千金方要》温脾汤将

大黄配于温热方剂中，使大黄的苦寒之性被辛热之附

子所制，存泻下之功而无苦寒之弊；反之，大黄亦可佐

制附子的毒性及刚燥之性，使温散而无伤阴之弊，为寒

热配伍减毒。再如附子为辛温苦燥刚烈之品，附子使

用中常常配伍柔润之甘草、大枣等解附子之毒及缓和

附姜峻烈辛散之性。对与有毒中药常用配伍从中药药

性的角度进行分析，确定有毒中药药性配伍规律，应用

现代药理药效的方法进行配伍减毒的研究［３８］。

２３２　基于现代中医药研究基础，以中医治则治法为
指导的配伍减毒的研究　中医的治则治法是中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理法方药中的重要一环，是对治疗

疾病总体规律的认识，是用以指导治疗方法的总则。

每种治则包含了不同的治法，每个治法都包括了一组

药理作用与之相应的中药。中药复方就是根据治则、

治法确定的由若干种药理作用与治则、治法相符的药

物所组成的方剂。以中医的治则治法指导的配伍减毒

方法就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治则、治法）下、基于中

药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以有毒中药的化学物质基础和／
或毒性反应特征为依据进行配伍减毒的研究。即根据

有毒中药的毒性特点（靶器官、机理），以中医治法和

治则为指导选择一些中药纠正上述有毒中药的“偏

性”，换言之用另外的中药去对抗和中和有毒中药的毒

性。如雷公藤味苦、辛，性凉，大毒。归肝、肾经。现代

研究表明其具胃肠道、肝肾和生殖毒性。针对其毒性，

确定适当治则和治法，与之相对应的中药，进行配伍减

毒研究。如对于雷公藤胃肠道毒性伍减毒可用补脾益

气，胃止呕中治法，补脾益气选用黄芪、党参，和胃止呕

中药选择砂仁、生姜等观察雷公藤胃肠道毒性的影响。

针对雷公藤肝脏毒性，配伍减毒研究可采用滋阴柔肝

和利湿退黄的治法。滋阴柔肝的代表中药选用白芍，

当归。利湿退黄代表中药选择茵陈蒿、泽泻。对雷公

藤对肾脏毒性采用利水解毒和补肾益气法，利水解毒

中药配伍金钱草、茯苓；补肾益气中药配伍黄芪、山药。

对雷公藤对男性精子生成毒性采用补肾填精法，配伍

补肾填精的单味中药枸杞子、菟丝子。雷公藤对女性

生殖毒采用滋阴补血、调经法，配伍滋阴补血调经的单

味中药当归和菟丝子。

２３３　效应对抗式的配伍减毒的方法　我国古代先
贤对于中医药的认识是基于应用实践结合古代的哲学

思想形成的医疗体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

方法新技术的应用，我们对于中药有了新的认识。基

于现代医药学对于中药的研究成果，针对有毒中药毒

性特点选择药物通过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对抗药物的毒

性。如山豆根具有肝毒性，选择具有保肝作用的药物

与山豆根配伍观察配伍减毒作用。

我们所承担的９７３课题“有毒中药配伍减毒原理
和方法学研究”课题在通过毒理学、药效学以及药物化

学等研究，验证了七情配伍中相杀、相畏具有配伍减毒

作用的“合理内核”，同时完善了基于中医药药性理论

的配伍减毒的方法。基于现代毒理学研究的进展建立

了“中西医结合模式”配伍减毒（针对毒性特征及其靶

器官，以中医药理论的治法和治则为指导，选择相应的

中药与有毒中药进行配伍减毒）和“效应对抗式”（针

对毒性特征和毒性靶器官，选择能够保护靶器官的中

药与有毒中药配伍减毒）的配伍减毒方法。首次系统

地建立了以上述传统配伍减毒和新建立的配伍减毒新

方法为组成的有毒中药配伍减毒的理论与方法；在试

验中还建立了一般毒性实验（急毒和长毒）和针对毒

性靶器官的特殊毒性试验相结合、毒理学和药效学相

结合、量－毒和时－毒相结合、以及生物效应和毒性成
分相结合的减毒作用的评价方法，以及毒理学和药效

学相结合的综合判断标准（治疗指数和安全窗），这样

形成了汇集配伍减毒的途径、方法以及减毒作用的评

价方法和标准等为一体的有毒中药配伍减毒理论体

系，丰富、发展了中药药性理论，并对临床安全有效用

药具有参考价值。

３　展望
有毒中药毒性是可以被认识和驾驭的，其毒性的

评价尚具有一些中医药特点，例如其毒性与中医证候

的相关性，以及其毒性的评价还受基源、产地、提取制

备方法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古代医家对于中药的毒性

早有认识，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控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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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这些经验，应用现代的药理毒

理研究方法，阐释科学内涵，总结规律，从而更好地为

有毒中药在临床上安全有效的应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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