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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毒副作用的预防对策及药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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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医药事业

的复 兴，中 药 在 临 床 上 的 应 用 范 围 进 一 步 扩 大，中 医

在日常生活 保 健 以 及 临 床 疾 病 诊 疗 中 的 价 值 随 之 凸

显出来。但是 很 多 人 对 于 中 药 专 业 知 识 缺 乏 足 够 的

了解，一 部 分 人 误 认 为 中 药 是 完 全 安 全 的、不 会 产 生

毒副 作 用，还 有 一 部 分 人 认 为 中 药 具 有 可 怕 的 毒 性。

其实，以 上 说 法 都 过 于 片 面。中 药 在 临 床 使 用 过 程

中，受到使用不当、炮制不合理等诸多因素影响，容易

诱发毒副作用。对此，强化对中药毒副作用的分析与

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１　中药毒副作用的产生原因

１．１　误服或者混用

中药种类多，来源广，成分复杂，即使科属相同的

药用 植 物，在 临 床 治 疗 中 的 作 用 也 存 在 着 一 定 差 异。

部分名称不同的中药可能为同一种植物，部分外形相

近但是植物种类却不尽相同，上述情况均增加了中药

误服的概率。比如常见的关木通，由于其本身与木通

在外 观 上 极 为 相 似，区 分 难 度 较 大，所 以 在 临 床 使 用

过程中容 易 出 现 误 服 的 情 况，进 而 导 致 中 毒。此 外，

天仙子也常常因为与菟丝子混合使用，从而出现毒副

作用。

１．２　采摘的季节

通常情况下，不同中药在采摘季节方面的要求存

在一定的 差 异，同 一 种 中 药 在 不 同 季 节 与 时 间 段 采

摘，所 产 生 的 药 理 作 用 也 有 不 同，其 有 效 成 分 含 量 会

受到 影 响，而 其 中 含 有 的 毒 性 成 分 含 量 也 不 尽 相 同。

比如照山白 在 临 床 使 用 过 程 中 具 有 突 出 的 止 咳 平 喘

功效，在 每 年３月 份 采 摘，药 物 中 的 总 黄 酮 含 量 最 高

可达２％以上，此时的毒性成分含量一般在０．０３％左

右。但是如果选择在８月份采摘，其总黄酮含量会降

低至１％左右，毒性成分则随之提升到０．０６５％左右，

大大增加了药物使用的毒性风险［１］。由此可以看出，

采摘季节 对 于 中 药 毒 副 作 用 的 产 生，有 着 较 大 的 影

响，应该引起重视。

１．３　管理不规范

中药药材的来源广泛，不同地区的中药药材在药

效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导致中药无法像其他化学药

品那样进行精确的剂量管理，甚至同一产区的中药药

材在药物 成 分 含 量 上 也 存 在 一 定 差 异，影 响 治 疗 效

果，甚至成 为 引 发 毒 副 作 用 的 危 险 因 素。除 此 之 外，
产地的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以及中药药材在采集、
加工等环节的区别，甚至中药种植期间农药化肥使用

量的不同都有可能造成毒副作用。另外，部分含有有

毒成分的中药及其加工品上没有添加标识，导致在临

床治疗中出现滥用等情况。

１．４　炮制方法

炮制作为中医学中一项古老的中药材加工技巧，
其与中药 临 床 应 用 安 全 性 存 在 密 切 关 联。只 有 经 过

正确 炮 制 的 中 药 材，才 能 在 保 证 自 身 药 效 的 基 础 上，
降低中药毒性。在具体的炮制工作中，针对部分含有

毒性的药物，往往需要经由炮制这一方式减少或者除

去其中的有害成分。比如半夏本身具有较强的毒性，
但是 在 经 过 一 系 列 的 炮 制 之 后，被 制 成 清 半 夏、姜 半

夏、法半夏 等，其 毒 性 会 随 之 大 大 减 弱。通 常 情 况 下

所用炮制方式的不同，使得中药材本身的毒性也会存

在差异。比如 将 上 述 这 些 半 夏 炮 制 药 品 进 行 混 合 使

用，会 进 一 步 强 化 药 材 的 毒 副 作 用，从 而 威 胁 患 者 身

体健康。对此，在 中 药 炮 制 过 程 中，要 求 提 高 对 炮 制

时间以及炮制方式的控制，以此来避免中药毒副作用

的产生。

１．５　用法用量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一味中药对于主治疾病所发

挥的功效，与药物使用方法以及使用剂量有着直接的

关系，而 为 了 保 证 药 物 使 用 的 有 效 性 与 安 全 性，中 药

在不同疾病的治疗中，有着特定的用量范围。如果低

于最小使 用 剂 量 标 准，则 难 以 发 挥 出 真 正 的 作 用 价

值；但 是 如 果 超 过 最 大 使 用 剂 量 标 准，则 会 加 大 中 药

毒副作用发生风险。比如药典中关于苦杏仁的记载，
其中对于用法用量作出了详细的说明，药物使用剂量

范围为４．５～９ｇ。对于儿童来说，如果误食苦杏仁达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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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粒，则会发生中毒反应［２］。此外，药典中关于白

果的记载中提到，服用白果过量会诱发中毒现象。因

此，在 食 用 中 药 时 应 该 严 格 依 照 实 际 情 况，选 择 合 理

的服用剂量，禁止过量服用。

１．６　中药配伍

中药在临床 上 的 使 用，大 多 以 组 方 的 形 式 进 行，
很少会单独以一味中药独立使用。对此，为了在保证

组方 功 效 的 基 础 上，确 保 药 物 使 用 的 安 全 性，需 要 充

分了解不同中药配伍的禁忌，掌握中药配伍中可能出

现的一系列毒性反应情况。对于中药配伍这一问题，
古人也作出了相应的总结，比如十八反、十九畏、妊娠

忌药歌 等。另 一 方 面，除 了 中 药 之 间 的 配 伍 禁 忌 之

外，中药与 西 药 两 者 之 间 也 存 在 相 应 的 配 伍 禁 忌 情

况。比如在患者服用磺胺类药物过程中，禁止服用乌

梅、山楂、五味子等酸味中药，否则会进一步增加患者

的血尿风险。又比如由于含有牛黄成分的中成药，其

本身对于人 体 的 中 枢 神 经 会 产 生 一 定 程 度 的 抑 制 作

用，所以如果将其与西药中的吗啡等中枢抑制药物联

合使 用，则 更 容 易 诱 发 患 者 出 现 中 枢 抑 制 毒 性 反 应，
随即出现昏睡、呼吸困难或者体位性低血压等临床表

现。

１．７　用药时间

在连续服用含有毒性的中药后，其产生毒副作用

的风险会随之增加，所以一般要求在治疗结束后立即

停止使用药物。比如对于甘遂的使用，其目的在于泻

水逐 饮，但 是 如 果 长 期 服 用，则 容 易 导 致 患 者 出 现 脱

水症 状，如 果 没 有 及 时 有 效 地 给 予 干 预，甚 至 可 致 患

者发生脑 梗 死、肾 衰 竭 等 严 重 后 果。因 此，在 甘 遂 等

药物的临床使用过程中，为了有效避免这一问题的出

现，常 常 将 其 与 具 有 补 脾 扶 正 功 效 的 药 物 交 替 使 用，
从而达到 控 制 毒 副 作 用 产 生 的 目 的。又 比 如 甘 草 是

一类较为 常 见 的 中 药，在 临 床 上 有 着 广 泛 的 应 用 范

围。但是在长期大量服用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患者出

现水钠潴留等不良反应情况，同时还会进一步增加患

者的高血压风险。此外，如果长期服用人参等补益类

中药，容 易 诱 发 头 痛、腹 胀、胸 闷、失 眠 等 多 种 不 良 反

应。

１．８　煎煮方法

中药煎煮是一种常用的处理方法，通过对药物进

行煎煮，可 以 充 分 发 挥 出 药 物 的 功 效。但 是，在 煎 煮

过程中不同的药物对于火候、时间乃至放入的先后顺

序，均有着不同的要求与规定，如果煎煮方式不当，则

容易诱发 药 物 产 生 毒 副 作 用。比 如 在 附 子 煎 煮 过 程

中，要求在入汤之前单独煎煮３０ｍｉｎ。这一煎煮要求

主要是考虑到附子的水溶成分具有较强的强心作用，
并且其强心作用会随着煎煮时间延长而不断强化，如

果不 进 行 单 独 的 煎 煮，服 用 后 会 出 现 心 慌、头 晕 等 乌

头次碱中毒反应［３］。

１．９　使用者体质

在中药的临 床 使 用 过 程 中，患 者 在 年 龄、性 别 以

及个人体质方面的差异，均会对药物的作用效果产生

影响，同时在毒副作用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这

一问 题 的 出 现，与 不 同 机 体 对 中 药 的 敏 感 程 度 相

关［４］。某些中药尽管对一般人无毒副作用，但可引起

过敏体质者过敏或中毒。因此中药的使用因人而异，
存在个体差异。如有人听信偏方，认为其他人有效的

药方 在 自 己 身 上 亦 有 效，但 其 忽 略 了 个 体 的 差 异，结

果出现种种不良反应。

２　中药毒副作用的药理分析

２．１　生物碱类药物

生物碱类中 药 包 括 麻 黄、曼 陀 罗 以 及 川 乌 等，由

于其本身含有一定剂量的含氮类有机化合物，容易对

人体神经系统产生损伤，严重时会在抑制（或兴奋）中

枢神 经 的 同 时，诱 发 心 脏 功 能 异 常，甚 至 导 致 重 要 脏

器的衰竭。

２．２　苷类药物

常见的苷类 药 物 包 括 强 心 苷 类、含 氰 苷 类、含 皂

苷类以及黄酮苷等。其中强心苷类包括八角枫、洋地

黄等。此类药物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小剂量可以起到

强化心肌的作用，但是大剂量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含

氰苷 类 药 包 括 白 果、银 杏 酚 等，其 有 效 成 分 在 分 解 之

后会 产 生 氢 氯 酸，从 而 对 呼 吸 中 枢 产 生 抑 制 作 用，严

重时甚至会导致呼吸衰竭。含皂苷类包括商陆、木通

等，其毒副作用一般表现为对局部组织产生的刺激作

用，长期使用会对脏器产生损伤。黄酮苷药物包括广

豆根 和 芫 花 等，在 刺 激 机 体 胃 肠 道 的 基 础 上，导 致 肝

脏受损，同时诱发患者出现恶心等反应。

２．３　含毒蛋白类药物

典型的含 毒 蛋 白 类 药 物 包 括 大 麻 仁 和 望 江 南 子

等，在使用 后 容 易 诱 发 患 者 出 现 呕 血 或 者 血 尿 等 反

应，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惊厥。

２．４　含金属类中药

含砷类药物 主 要 包 括 雄 黄、毒 砂 等，此 类 药 物 会

保持酶蛋白巯基活性，进入人体后阻碍细胞正常的呼

吸与 氧 化 功 能，进 而 损 害 神 经 细 胞 功 能，易 引 发 神 经

系统病变。含汞类中药主要包括朱砂等，此类药物具

有较强的腐蚀性、刺激性，会抑制多种酶的活性，大量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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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可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紊乱，进而伤害肾脏等重要

器官［５］。

３　中药毒副作用的预防

３．１　严格考证种类、采摘以及地域

对所用中药的种类、采摘以及地域进行严格的考

证，是 有 效 避 免 由 于 中 药 混 用、误 用 引 发 毒 性 反 应 的

关键措施。《中国药典》中相关内容提示，对中药品名

进行考证，需要按照“一种药物对应单一的药名，一个

药名对应 单 一 的 药 物”原 则 进 行。同 时，要 求 对 中 药

的采摘季节进行严格的控制，禁止在毒性含量较高的

季节采摘药物。

３．２　选用正确的炮制工艺

综合分析药 物 使 用 目 的，确 定 中 药 材 炮 制 方 案。
强化对炮制品和非炮制品的管理，灵活借助化学分析

法等 多 种 措 施，明 确 不 同 炮 制 品 的 毒 性 强 弱 程 度，为

药物的临床使用提供参考［６］。

３．３　掌握饮食禁忌

中药在与 一 些 特 殊 的 食 品 一 同 服 用 时 可 能 会 引

发严 重 的 不 良 反 应，例 如 患 者 在 服 用 地 黄、何 首 乌 等

药品时，同 时 食 用 萝 卜、葱、姜、蒜 等 食 品 可 能 会 引 发

不良反应，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７］。所以在患者

接受 中 药 治 疗 时，应 该 通 过 健 康 宣 教 等 方 法，叮 嘱 患

者不要摄入刺激性或辛辣食物。

３．４　因人用药

老人与儿童因为自身的身体功能原因，对药物的

代谢 能 力 差，且 机 体 耐 受 性 不 高，易 发 生 药 物 蓄 积 并

引发毒性 反 应。除 此 之 外，患 者 的 健 康 程 度、重 要 器

官功能、营养水平等都是影响耐药性与药物代谢的重

要因 素，所 以 在 中 药 治 疗 期 间 应 该 予 以 全 面 考 虑，在

保证中药使 用 剂 量 合 理 性 以 及 使 用 方 法 科 学 性 的 基

础上，预防 中 药 毒 副 作 用 发 生。与 西 药 相 比，中 药 使

用剂 量 尚 未 有 明 确 规 定，大 部 分 中 药 的 使 用，均 依 靠

医师的临床经验来确定，缺少足够的科学依据。与此

同时，中 药 剂 量 也 与 煎 煮 服 药 方 法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
为了保证对中药使用剂量与用法的控制效果，可以借

助现代科学手段，明确中药中有效成分剂量的分布情

况，在此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和患者实际情况，确定

合理的中药处方及使用方法。

３．５　避免多种药物同时服用

部分患者 各 方 面 的 身 体 机 能 下 降 从 而 出 现 多 种

并发症，医师为取得满意疗效通常会将各种药物联合

应用，虽 然 部 分 中 药 在 联 合 应 用 后 会 发 挥 协 同 作 用，
但是 联 合 应 用 的 药 物 越 多，出 现 中 毒 的 概 率 越 大，甚

至会出现严重的毒副作用。所以在临床治疗期间，应

该尽量避免多种药物同时联用，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

药物进行治疗。

４　小结

中药毒副作用主要是指中药在进入人体后，对机

体细 胞、组 织 以 及 器 官 所 造 成 的 不 同 程 度 损 害 情 况，
进而对机体的生理功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时

可能会干扰甚至是破坏机体的生理系统，对人体的生

命安全产生直接威胁。对此，为了最大程度上确保药

物使 用 安 全 性，应 该 严 格 考 证 中 药 种 类、采 摘 以 及 地

域，同时选用正确炮制工艺、保证药物配伍合理性、强

化剂量与 用 法 控 制 以 及 开 展 中 药 学 基 础 性 教 育。只

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中药毒副作用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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