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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处方使用诃子乌头配伍的概况及减毒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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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０２）

摘要　目的：对藏药处方中诃子与乌头的配伍概况及诃子配伍乌头的减毒机理进行分析，探讨其配伍的机理和意义。方
法：从《四部医典》和《藏医秘方精选》中遴选出诃子配伍乌头的相关处方进行分析；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查找

与诃子及乌头的相关化学成分研究文献，进行遴选分析。结果：从选出相关藏药处方中发现，诃子与乌头配伍，诃子通常

用量大于乌头；通过相关文献分析，诃子配伍乌头减毒存在物质基础。结论：藏药处方中乌头常配伍诃子共用，诃子配伍

乌头减毒的情况及机理已有初步的分析结果，进一步的相关研究需要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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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整理发现，在藏医临床中［１］，诃子与乌头配

伍使用非常多见，并且在多种疾病的治疗方剂中，二

者配伍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很多处方中发

现，具有毒性的乌头，用量较大，而同时诃子的量也

相应增大。因此，笔者就二者在藏医药处方中［２］的

配伍使用进行了一系列的文献研究及药理分析，旨

在探讨其配伍规律和意义。

１　含有诃子配伍乌头的藏药处方分析
１１　处方整理结果［３－４］　笔者共搜集了近七十首
藏药处方，按临床所治疾病分类，共分为１５类疾病，
包括风上血亢、赤巴病、培根病、不消化症、痞瘤

瘕、一般热病、流感、喉蛾、痢疾、急性黄疸、头颅疾

病、胃病、风湿、胆囊炎及其他疾病，方中使用乌头有

船形乌头、草乌、细叶乌头、白花乌头和生乌头。整

理结果见表１。
１２　处方小结　通过以上整理，得出以下结论：通
常情况下，在同时使用诃子和乌头的处方中，诃子的

用量常大于乌头，大约为其１５～６倍，而且诃子与

乌头的用量都较大，大于５０ｇ（四十首方子）。同时，
在少量处方中，诃子与乌头的用量相等，在个别处方

中诃子的用量大约是乌头的二分之一。故可以认

为，诃子与乌头配伍很大可能为利用诃子缓解乌头

的毒性。

２　诃子配伍乌头的解毒机理分析
通过对以上资料整理的分析，初步了解了藏药

处方中诃子缓解乌头毒性的配伍思想，笔者进一步

应用文献数据库［５］从现代化学成分角度研究分析诃

子对乌头的解毒作用。

２１　乌头与诃子的主要化学成分　乌头属植物生
物碱包括双酯型生物碱、单酯型生物碱、氨醇型生物

碱和其他类生物碱。乌头属药用植物的主要成分是

双酯型生物碱，约占总重的７％ ～１０％，具有显著的
生理活性，同时也是毒性成分。乌头属双酯型生物

碱的基本骨架可分为三大类：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二萜
生物碱类。其中Ｃ１９双酯型生物碱是目前发现最多
的一类生物碱，也是目前发现最具毒性的植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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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又常称为乌头碱型生物碱，如乌头碱（Ａｃｏｎｉ
ｔｉｎｅ）、中乌头碱（新乌头碱 Ｍｅｓａｃｏｎｉｔｉｎｅ），次乌头碱
（下乌头碱Ｈｙｐａｃｏｎｉｔｉｎｅ）、去氧乌头碱（Ｄｅｏｘｙａｃｏｎｉ
ｔｉｎｅ）等［６］。

表１　藏药处方中诃子与乌头的用量比

疾病类型
诃子

用量比

乌头用量比

船形乌头 草乌 细叶乌头 白花乌头 生乌头

风上血亢 ≥１ １
赤巴病 ２ １
培根病 ３ １
不消化症 ≥２ １
痞瘤瘕 ２－４ １
一般热病 ３ １

２ １ １
流感 １５－２ １

＞１ １
６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喉蛾 ２－４ １
２ １

痢疾 ２－４ １
２ １

急性黄疸 ２－５ １
２－５ １
＞２ １ １

头颅疾病 ２５ １
胃病 ２－４ １

２－４ １
风湿 １－６ １

２ １
胆囊炎 ２－３ １
其他疾病 ＞１ １

　　以川乌为例，其含双酯型乌头碱约 ０４％ ～
０８％，如乌头碱、中乌头碱、下乌头碱、杰斯乌头碱
（Ｊａｓａｃｏｎｉｔｉｎｅ）、异翟雀碱（Ｉｓｏ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ｎｅ）等。这类化
合物的分子结构中，Ｃ８ＯＨ乙酰化，Ｃ１４αＯＨ芳酰化
（苯甲酰化、茴香酰化或肉桂酰化），因而呈强烈的

毒性，是乌头中的主要毒性成分。川乌中单酯型乌

头碱分子结构中仅 Ｃ１４αＯＨ芳香化，如苯甲酰乌头
胺 （Ｂｅｎｚｏｙｌａｃｏｎｉｎｅ）、 苯 甲 酰 中 乌 头 胺

（Ｂｅｎｚｏｙｌｍｅｓａｃｏｎｉｎｅ）和苯甲酰下乌头胺（Ｂｅｎｚｏｙｌ
ｈｙｐａｃｏｎｉｎｅ），这类化合物的毒性明显减小，仅为双酯
型乌头碱的１／１０００～１／１００，若进一步水解为相应的
醇胺（乌头胺、中乌头胺和下乌头胺），则几乎无毒

性，且作用性质也与母体化合物不同［７］。

诃子果实含鞣质２１％～３７３６％，去核果肉较全
果肉含鞣质为高，嫩的果实较成熟果实含鞣质多。

其主要成分为诃子酸（Ｃｈｅｂ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诃黎勒酸

（Ｃｈｅｂｕ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１，３，６三没食子酰葡萄糖（１，３，
６ｔｒｉｇａｌｌｏｙｌβｇｌｕｃｏｓｅ）及１，２，３，４，６五没食子酰葡萄
糖（１，２，３，４，６ｐｅｎｔａｇａｌｌｏｙｌβｇｌｕｃｏｓｅ）、鞣云实素
（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原诃子酸（Ｔｅｒｃｈｅｂｉｎ）、并没食子酸（即
鞣花酸（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及没食子酸。此外叶及果实尚
含莽草酸（ＳｈｉｋｉｍｉｃＡｃｉｄ）、去氢莽草酸（Ｄｅｈｙｄｒｏ
ｓｈｉｋｉｍｉｃＡｃｉｄ）、奎宁酸（ＱｕｉｎｉｃＡｃｉｄ）、阿拉伯糖（Ａｒ
ａｂｉｎｏｓｅ）、果糖（Ｆｒｕｃｔｏｓｅ）、葡萄糖（Ｄｅｘｔｒｏｓｅ）、蔗糖
（Ｓｕｃｒｏｓｅ）、鼠李糖和氨基酸；氨基酸鲜品中有１１种，
干品中有７种［８］。还含番泻苷 Ａ（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Ａ）、诃
子素（Ｃｈｅｂｕｌｉｎ）、维生素 Ｐ１９～１０３ｍｇ／１００ｇ、维生
素Ｃ９２ｍｇ／１００ｇ（鲜果）、鞣酸酶（Ｔａｎｎａｓｅ）、多酚氧
化酶（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过氧化物酶、抗坏血酸氧
化酶等［９］。

２２　乌头中毒表现及救治　乌头毒性很强，临床上
多因误服过量或服用生品药酒及生品不经久煮或配

伍不当而致中毒，中毒症状主要表现在神经系统和

循环系统为主，其次为消化系统。多数在服药后１０
ｍｉｎ至２ｈ出现中毒反应。中毒轻者在服药后１５～
３０ｍｉｎ出现口舌及全身发麻、恶心、呕吐、呼吸急迫、
胸部重压感；中毒中度者可见烦躁汗出、四肢痉挛、

言语障碍、呼吸困难、血压下降、体温不升、面色苍

白、皮肤发冷、脉象迟弱、心律紊乱等症状，心电图可

见多源性和频发性不规则期前收缩。中毒重度者见

神志不清或昏迷、口唇指端发绀、脉微欲绝、二便失

禁，心电图可见心室纤颤及室性停搏，最后可因心脏

或呼吸衰竭而死亡［１０］。

临床救治包括四个方面：１）对中毒时间不长者，
先催吐、洗胃，以减少毒物吸收。２）补液纠正电解质
失衡［１１］。３）抢救的关键是及时和严格的控制严重
的心律失常，而解除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是抢救

的首要措施，阿托品能对抗乌头碱引起的迷走神经

过度兴奋，并通过胆碱能神经的外因作用解除窦房

结和房室结的抑制，从而促进高位起搏点自律性的

恢复和提高，恢复对整个心脏的控制，消除心肌异位

节律，终止快速心律失常，故阿托品是抢救乌头中毒

致严重心律失常的首选药。早期、足量、维持应用阿

托品，达到和维持“阿托品化”，以心率维持在 １００
次／ｍｉｎ左右为宜，并强调个体化，根据心率、房室传
导阻滞、早搏酌情调节，有室性心律失常加利多卡因

治疗［１２－１４］。４）中药解毒：生白蜜２００ｇ即刻服；生
姜、甘草各３０ｇ、绿豆１２０ｇ水煎服，尚有用苦参、黄
连、黑豆等解毒的报道［１１］。

２３　诃子配伍乌头化学物质基础分析　诃子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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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分为鞣质，鞣质对乌头中的生物碱在理论上是

有一定的解毒作用的。其理论原理是：鞣质多含酚

羟基，有一定的酸性，能与乌头中的生物碱反应，理

论上的反应原理是由于鞣质分子量大，可以与生物

碱生成不溶于水的络合物，从而从溶液中沉淀出来，

达到降低毒性的作用。同时乌头中的生物碱乙酰基

数量越多毒性越小，鞣质与乌头碱结合后，乙酰基数

目增加，进一步降低毒性，从而有效降低乌头中有毒

生物碱的含量［１５］。

传统中药中通过加热使乌头中有毒乌头碱含量

降低的方法是使其１４Ｃ与８Ｃ的双酯基团水解，水解
为两个一级反应的连锁反应，先脱去乙酰基，再脱去

苯甲酰基反应，两步反应速度常数均随递质的 ｐＨ
值降低而增大，成抛物线型［１６］。诃子的鞣质为酸

性，可以有效的降低递质的 ｐＨ值，这也很可能是其
降低乌头毒性的原因之一。

３　小结
通过处方分析，笔者发现诃子与乌头配伍存在

着明显的用量特点，即诃子用量大多数情况下大于

乌头用量，这说明其配伍目的可能是以诃子减乌头

毒性；在整理藏医药文献基础上，笔者又分析了现代

诃子与乌头的化学成分研究文献，发现诃子中的鞣

质类成分可能是减乌头毒（乌头碱）的物质基础，为

诃子配伍乌头的减毒机制提供了佐证。对于诃子配

伍乌头的减毒机制的详细情况，仍需进一步深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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