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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于 中药毒性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
,

解决既充分发挥有毒 中药疗效
,

又 能最大限度地

降低毒副反应 的矛盾
,

建立一套完整的 国际 中药安全评价标准
,

是加快 中药现代化 国际化进程的重要

任务
。

本文概要地回顾 了毒性 中药研究历 史和研究方法
,

提 出要在总结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
,

走出

毒性 中药的认识误 区
,

运用现代 药理学
、

毒理学知识
,

通过先进的实验手段进行 中药毒理学研究
。

关键词 : 中药毒性 理论渊 源 实验研究

古往今来
,

历代医药学 家都

非常重视对 中药的研究
,

而对 中

药毒性的探索始终占有其重要一

席
。

要 想对 中药毒性有更深刻 的

认识
,

解决充分发挥有毒中药疗

效和最 大限度地降低毒副反应这

一对矛盾
,

并最终加快中药现代

化和国际化 进程
,

需要我们在总

结前人用毒
、

防毒
、

治毒宝贵经

验的基 础上
,

走出对毒性 中药 的

认识误区
,

并运用 现代 药理学
、

毒 理学知识
,

通过先进 的实验手

段 去找出有毒 中药的有效成分 和

毒性 成分
,

剖析毒性 中药 的作用

机理
。

一
、

中药毒性研究的理论渊源

1
.

古人对 中药毒性 的认识 由

来 已 久
,

从某种意 义上说
,

中药

学的 发展史也是 中药毒性 的认识

史
。

西汉 以前是 以
“

毒药
”

作 为

一切药物 的总称
。

《周礼天官》
:

“

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
” ,

这里的
“

毒
”

实际指 中药 的偏性
,

充分反

映了中医
“

以偏纠偏
”

的用药思

想
,

反 映出 当时对药物的治疗作

用和毒副作用还不能很好的把握
,

故笼统称为
“

毒药
” 。

2
.

随着古人对 中药的 长期应

用
,

对 中药毒性的认识也逐步深

入
。

东汉 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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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首先提出有毒
、

无

毒概念
,

并将其作 为三 品分类标

准
,

指出下 品
“

多毒
,

不可久服
”

并提 出
“

相畏
、

相杀
”

的配 伍制

毒理论
,

及
“

若用 毒物治病
,

先

起如 黍
,

病去 即止
,

不 去 倍之
”

的用量原则
,

为后 世 中药毒性 理

论的建立奠定 了基 础
,

但这 时的

三品分类 中所谓 的
”

毒
”

的含 义

仍笼统而模糊
。

之后 的各代医家对 中药毒性

理论皆有颇多建树
。

毒性 的大小

从 《吴普本草》的大毒
、

有 毒的

二级定量分级
,

到梁
·

陶弘景 《本

草经集注》中的大 毒
、

有毒
、

小

毒的三级 定量分级
,

直 至陈藏 器

《本草拾遗》的大毒
,

有毒
,

小毒

和微毒的四级定量分级
。

随着毒性 中药 的数量不断增

多
,

中药毒性 的定量
、

分级也逐

步具体化
,

在有毒中药的应 用
,

解救中药 中毒的有效方 法
、

炮 制

减毒等许多方面古代医家为我们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中医素有每起 沉病必
“

以毒

攻毒
”

之说
,

早在 《淮南子》中

便有记载
: “

天雄
,

乌咏最凶毒
,

但 良医以活人
” ,

历代医家利用毒

性 中药组方救治疑难重症 的 医案

举不胜举
。

《伤寒杂病论》中用 大豆煮汁

及盐 汁服用解乌头 中毒 ; 芦根煮

汁 服用
,

解食 喉 姨鱼 ( 即河 豚 )

中毒
。

陶弘景 《本 草经集 注》中

以黄连 汁
、

大豆汁
、

生霍汁
、

葛

蒲汁
、

寒水石 煮汁解 巴豆毒 ; 以

生姜 汁煮 干姜汁解 半 夏毒等等
,

这些解救 中药中毒 的有效方法 有

些 至 今仍有 很 高的 临床应 用 价

值
。

而 明代 医药家李 时珍 在 《本

草纲 目》中对 中药毒性作 了最 系

统 的总结
。

其 草部专 列 毒草 类
,

并对其采集
、

炮制
、

服用 方法及

中毒解救等进行 详尽论述
。

现 已

证明其记载与现代药理 和临床实

际基本相符 [l]
。

3
.

近年来
,

结 合 中药药理 和

毒理学研 究
,

对 中药毒性的 认识

更加深入具体

《中药大辞典》将药物 毒性 的

大小 分为剧毒
、

大毒
、

有 毒
、

小

毒
、

微毒五级
,

为最详细 的 中药

毒性 分级 方法
,

中药理论工 作者

将 中药
“

毒
”

的含 义概括 为三个

方面
:

( l) 本身具有一定 毒性 的 中

药
,

如乌头
、

马钱子等
,

现 已探

明乌头碱 对心脏有很 强 的毒性作

用
,

而马钱子所含 番木鳖碱则 兴

奋 中枢神经
,

过量 引起呼 吸肌痉

挛而致死亡
。

(2 ) 历代皆言无毒 之品
,

但

在单 味使用过程中
,

或提纯成单体

经其它途径给药 时
,

呈现 出明显毒

性反应
,

如甘草
、

黄连等
。

甘草是最

常用 的中药之一
,

而国外学者 曾先

后 报导长期 服用甘草或 甘草甜 素

可引起假性 醛固酮增 多症
,

黄连

及其成分小璧 碱则被人认为会 造

成 新 生儿葡萄糖
一6 一磷 酸脱 氢酶

(G 一6 一P D )缺乏
,

会引起严重的新

生儿溶血性黄疽而禁用 [2]
。

( 3) 机体在不 同机能状态下
,

由于药物的不 当使用 引起 的损伤
,

即所谓
“

疮家不可发汗
” , “

虚邪

之体忌用下法
” 。

二
、

对 中药毒性的认识误 区

传统中药在 中国发展几千年
,

其悠久历史佐证了其疗效 的独 特

性且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

历代医

家及现代 医疗工作者多通过炮 制

和配伍降低 有毒中药的毒性
,

从

而使临床发 生毒性反应 的机会 大

大减少
,

以至于给人们造成 了中

药及其制 剂
”

有病治病
、

无病健

身
、

安全可靠
”

的误解
。

当脱离

了中药传统 的制备方法
、

剂 型
、

剂量
、

服法 时
,

中药
“

药害
”

事

件就会层 出不穷
。

至使一部分人

对 中药毒性 的认识从一 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
。

中药 的毒 性有别于西药的化

学纯品毒
。

中药的成分复杂
,

所

含的成分很难 全部分析 清楚
,

各

种成份之间相互作用
,

相互制约
,

进人到人体后作用于多种靶器官
,

其 药效和毒性 的表现不 能简单地

从某 一个或几个 已知成分的含量

来判 断
。

而 国际上往往 因为 中药

中的某一成份 的毒性作用 而将含

毒成分 的中药及 组方全盘 否定
。

例如
,

含有有毒金属 的药物 (汞
、

砷等 ) 在中药处方中应用较广泛
,

如果 以 国际重金属 总含量 为标 准

来评判 中药的毒性
,

许多具有独

特疗效的有效方剂将被禁止使用
。

2 0世 纪 7 0 年代
,

国外学者报道
,

大 黄 中含有致癌 的成分
。

随后
,

有些欧洲 国家对 大黄采取 了限制

使用
,

美 国F D A也禁止使用大黄作

为药用成分lz]o

由此可 见
,

要 使传统 中药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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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现代化
、

国际化
,

必须将 现代

先 进科学技术知识
,

现代药理 学

和毒理学知识与传统 的中医学理

论知识 和实践经验有机地结合起

来
,

并建立 一套与 国际接轨 的中

药安全性评价标准
。

三
、

中药毒性的实验研究概论

近 年来
,

许多药 学工作者 对

中草药的毒性进行 了大量 的实验

研究特别是扩展 了单味中药毒性

机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

如对关

木通肾毒机制的实验研究日
,

在动

物模型上确认大量短期服用关木

通及其复方均 出现 肾毒性
,

并 呈

现急性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为主

而并伴肾间质纤维化 的组织病理

学特点 ; 证实关木通 真正的肾毒

性成分还有其 固有 的和体 内代谢

生成的马兜铃 内酞胺
,

其作 用位

点并 非局 限于 肾小 管上 皮细 胞
,

至少还有 肾间质成纤维细胞
,

该

细胞生长受显著抑 制的现象与慢

性 马兜铃酸 肾病寡细胞 性 肾间质

纤维化的病理特点相一 致
。

又如

对附子毒效关系的实验研究 [4]
,

指

出附子所 含双 醋 型二枯生物 碱
,

既是毒性成分
,

也应是有效成分
。

提示附子的炮制不但要考虑减毒
,

更应重视存效
。

再如对黄蔑水提

物中微量铅的试验研究 阎
,

证实黄

蔑样品中虽含有超过食 品卫生标

准允许限量的微量铅
,

但急性毒

试验结果表明
,

该黄茂水提物属

实际无毒 ; 小 鼠骨髓嗜多染红细

胞微核试验结果 为阴性
,

表 明无

致 突变性作用
,

为临床安全用药

提供了客观的科学依据
。

药 学工

作者还对含毒 中药进行毒理分析
,

依不 同的毒性成分分类为 网 : 含生

物 碱类
、

含昔 类
、

含毒 蛋 白类
、

含枯及内醋类
、

含金属元素类
。

从 文献报道 中可 以看 出
,

目

前研究 中实验类 型主要 集 中在急

性毒性实验
、

亚 急性毒性 实验 和

长期毒性 实验 上
,

指标 的选择 主

要集 中在组织形 态学 的改变及生

化指标检测等方 面
,

还 不能从更

深层次加以探讨
,

但在药物毒性

作用机理方 面
,

及 利用 中药 自身

特色减毒
、

抑毒的研究上 已有一

些 可喜的探索
,

如 对朱 砂研究
,

毒理学 已证明朱砂对 肾损伤 的机

理 主要 为血浆中的汞离子 与血 清

白蛋 白结合
,

形 成汞离子 白蛋 白

复合物
,

复合物 中的汞以3种形式

进人 肾细胞 ; 白血浆中谷胧甘 肤

(G S H )
、

半胧氨酸 ( CY S) 交换形

成 小分子复合物被转运到 肾细胞

内阴 ; 与 肾细胞膜上的含基 的蛋 白

交换 进入肾细胞 内及通过 细胞 吞

胞 作用进人 肾细胞 内
,

这无疑为

中药毒理学发展开辟 了道路
。

另

外
,

中医理论 中药物配伍 减毒增

效作用 已为部分实验所证 明
,

如

对黄药子配证 当归进行 急性毒性

实验和肝肾毒性实验 l8]
,

结果表 明

配伍可 明显减轻黄药子对 肝组织

损害程度
,

并且对 肾脏 损害也有

一定 的缓解作用
。

附子 配伍木通

与现代实验研究凹也表明附子配伍

一定量 的木通
,

可明显降低附子

的毒性
,

并在一定范围内
,

随着

木通 剂量增加
,

附子毒性相应 降

低
,

且 发 现附 子
、

木通 各单煎
、

7昆合或混煎后
,

其乌头生物碱含

量明显下降 ; 从增强 附子祛 风湿

止痹 痛的疗效来看
,

二者相伍 亦

有重要意义
。

今后 研究工作 的重点应放 在

探 明中药的多种毒性成份 和分 析

其毒性作用机理上
,

那 么我们是

否可以借助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

的 中药血清药理学方法进 行 中药

的毒理学研究呢 ? 也许 可以为中

药 毒性 的多成份
,

多靶器官 的研

究开辟新路
,

觅到捷径
。

四
、

结 语

毒性 中药 的发展和应用 已有

几千年的历史
,

但就其 发展速度

来看
,

都是缓慢的
,

目前
,

深人
、

细致
、

科学的研究并未深人开展
,

我们应在继承前 人 用毒
、

防 毒
、

抑毒宝贵经验基 础上
,

对 中药毒

性的研究思路进行 深入思考
,

并

结合现代药理学
、

毒理学知识变

革研究 的技术 和手段
,

走出现代

中药毒理研究的新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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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于组织天恭药物
、

保健食品国陈市场曹稍和经曹管理垮训团

扮问 日本
、

韩国的通知
随着我国中药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

我国一些制药企业和保健品生产企业急于将产品推向国际市

场
,

特别是日本市场
。

但是
,

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多半并不了解日本的需求
、

日本的法律及有关规定
、

在日

本销售许可的手续
,

更缺乏在日本的销售网络和适应日本人习惯的销售方式和方法
。

这些都能在短期倍训

班里得到解决
。

日本
、

韩国是传统医药消费最普遍的国家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
: 2 0 0 0 年日本保健品的年

销售额为 7巧
.

73 亿元人民币
,

进入医保的医药销售额为 4 3 8 3
.

68 亿元人民币)
,

也是最具开发潜力的国际

市场
,

深入了解该国市场
。

与日本 (韩国 ) 生产企业
、

贩买株式会社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如互

为产品销售代理合作等 ) 是至关重要的
。

为了帮助我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寻找商机与

对策
,

制定该地区产品营销策略和学习相关的经营管理经验
,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拟于 200 3 年在

日本举刃、两期倍训班并安排相关商务考察
。

一
、

出访时间
:

拟定 2 (X) 3 年 10 月
,

2 0 0 4 年 5 月
、

8 月
、

10 月
,

境外时间 1 5 天 ( 日本 一0 天
、

韩国 5 天 )
。

二
、

倍训内容
: 1

、

健康食品在日本市场上的流通情况和发展前景 ; 2
、

日本市场上急需提供何种健康

食品品目 ; 3
、

与日本健康食品制造厂家及贩买会社合作时的注意事项 ; 4
、

日本厚生省有关健康食品的法

律文献
:

¹明确哪些中药是可以作为健康食品使用的
、

哪些是禁止的
、

哪些是规定外的
、

哪些是通过一些

操作可以通过的洲夏)健康食品从开发到营销的过程
,

销售许可证的申请方法
。

»日本法律和中国卫生部的

规定有何不同 ; 5
、

中国产品在日本销售的难点和解决方法 ; 6
、

中国产品通过许可的程序和注意事项
,

合

理节税的方法 ; 7
、

访问日本生产厂家和贩买会社
、

听取他们的意见
、

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 8
、

参观日本销

售健康食品的专门店
、

药店
、

通信贩买会社
、

讲习贩买会社
、

网络贩买会社
、

学习日本的营销新方法和手

段 ; 9
、

同健康食品常用者
、

爱用者座谈
,

了解日本人的需要 ; 10
、

参观日本厂家和相关的讲演会
,

了解

其营销策略和技巧
,

索取宣传资料
。

三
、

考察内容
:
除安排上述有关参观和访问活动外

,

还将有
:
1
、

考察日本的风土人情
、

生活习惯
、

日本传统文化 ; 2
、

访问有关政府部门
、

大学
、

研究所 ; 3
、

购买健康食品样品 ; 4
、

参观健康食品展销会
,

探讨今后本企业产品出展的可能性
。

四
、

培训j地点及授课时间
: 1

.

倍训}地点 :

东京 ; 2
.

授课时间
:

每天 3 单元
,

每单元 2 小时
,

共 18 小时
。

联 系 人
:
刘 萍

、

张志华

通信地址
:
北京 871 2 信箱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 邮政编码

:
l仪旧8 0

电 话
:
0 10 一6 2 6 16 3 5 2 0 10 一6 2 6 5 2 7 6 2 传 真

:
0 1 0一6 2 6 5 2 7 6 2

E 一m a i l : w s t@m a i l
.

e a s i p m
.

a e
.

e n

微量铅对小 鼠急性毒性和骨髓嗜多染 红细

胞微检试验 的影响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2 (X) 2
, 2 2 (9 )

.

7 胡志祥
,

肖金莲
.

含毒中药毒理分析
.

时

珍 国医药
, 1999

,

10 (2) : 9 6.

魏金峰
,

尚伟芬
,

杨世林
.

朱砂药理学及

毒理学 研究概 论
.

中草药
, 19 9 9; 30

( 12 ) : 9 5 3 一9 5 6
-

丁 国民
,

唐迎雪
.

当归对黄药子解毒作 用

的实验观察
.

中草药
,

1 99 2
,

23 (引 :

19 2 一 194
.

10 刘朱岩
,

丁 国明
.

附子与5种中药配伍抑

菌增效研究
.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 , 199 6

,

20 (6 ) : 3 8 1一 3 8 5
.

(责任编辑 :
柳 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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