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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传统医学认为
“】,

大黄可清泻 阳明

经炽火
,

入手阳明大肠经
,

泻肠热以降肺气
,

故能止上焦之鼻妞
、

咯血或咳血
� 又大黄专于

清降阳明
,

治胃有实热而叱血
,

从而止中焦之

呕血 �另外大黄通泻 阳明实热
,

对下焦便血有

效
。

近年来的临床药理实验表明 �� “� ,

大黄

中含有两种有效止血单体
,

即 �
一

儿茶素和没

食子酸
,

两种单体能增高血小板枯附及血小

板聚集功能
,

并能使抗凝血酶 ��� �� � 皿 �的活

力减低而促使血液凝血
�
没食子酸还能增高

� � 一巨蛋白含量
,
二降低纤溶活 注

,

促进血液凝

固
。

据王鸿利等报道
「‘

�
� � , 大黄片 剂可显著

增加纤维蛋白元
,

缩短凝血与复钙对间
、

血小

板形成和纤维蛋白形成时间
,

用于家兔可使

兔血液枯度升高
,

红细胞聚集性增加
,

微血管

血流减速
。

另据观察血液流变学改变资料
‘日�

表明
,

大黄具有类似输液治疗的血液稀释作

用
,

而且这种作用 可能是它的渗透压效应
,

促

使细胞外液向血管内转移
,

从而使血液被稀

释
。

临床应用

一
、

治 疗肺咯血 侯萦
�了,等采用单味大

黄醇提片治疗肺咯血 �� 例
,

每次服 � 片
,

每

日 � 次
,

并与 � � 例用西药止血患者进行疗效

对比
,

结果表明大黄醇提片对一般量咯血患

者疗效确切
,

与西药止血相比较
,

具有止血速

度快
,

用药量少
,

价廉方便等优点
。

二
、

治疗上消化道 出血 上消化道出血

是消化道常见急症
,

占 内科 住 院 人数 的

�
�

� ��
,

死亡率在 �一 � � 之间lsl
。

近年来大

黄用于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的报道陆续出现
,

如孙迪安等报道用单 味生大黄粉 口服
,

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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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每 日 2 次
,

治疗上消化道出血 65 例
,

同时
’

,

用甲氰咪呱治疗 75 例作对照
,

结果生大黄粉

组 65 例中 57例有效
,

有效率为 87.7%
,

甲

氰咪呱组 75 例中 70 例止血有效
,

有 效 率

93
.3%

,

两者无显著差异 (P > 0
。

。5 ) , 在有

效病例中
,

入院治疗到粪便转黄
,

大便隐血

试验阴性或弱 阳性的平均天数
,

大黄粉组为
1.65 天

,

甲氰咪呱组为 3
.
59 天

,

两者有显著

性差异 之P < 0
.
O D

‘“】
。

焦东海110 1等用大黄醇提

片治疗急性上消化道出血 182 例
,

每日 3 次
,

每次 2~ 4片
,

酌情补液或补血
,

总有效率为

96.1%
,

平均止血时间 2
.
8d

。

周鹤鸣
‘川 等用

三种下同产地
、

不同品种的大黄所制成的大

黄醇提片
,

治疗胃
、

十二指肠溃疡出血 312

例
,

每日服 3次
,

剂量均每次 3 片
,

作双盲疗

效观察
,

三组的总有效率分 别 为 90
.8%

,

”
.
7 %

、

92

.

8
%

(P

> 0

.

0
5)

,

且临床止血疗效

相似
,

分别为 57
.1、 5 5

.

4

、

5 6

.

0 h ( P > 0

.

0 5
)

证明疗效相似
。

又据沙斌
“月报道用 大 剂 量

炒大黄煎剂抢救因行烧伤切痴植皮术而出现

应激性溃疡大出血 1 例
,

在经常规止血无效

后
,

试用鼻饲大剂量炒大黄煎剂
,

每次 5 毫

升
,

每 2小时鼻饲一次
,

结果明显好转
,

继服

同样剂量
,

3 d 后症状得以控制
。

三
、

治疗腹膜后血肿

夏学德
, ‘“]等用生大黄 30 克/d 热水浸泡

后服用
,

治疗腹膜后血肿 12 例
,

结果血肿包

块消失时间 12 例中经 B 超检查 3d 消失者

2 例
,

6 d 消失者 丁例
,

]0 d 消失者 夕例
,

另

3 例因并发症行剖腹术
,

观察血肿完全吸 收
2 例

,

基本吸收 1例
,

证明单味大黄治疗腹 膜

后血肿疗效显著
。

四
、

治疗小 儿急性出血坏死性肠 炎

随氏‘川 以 桃红解毒承气汤 (小承气汤

加桃仁
、

红花等七味药) 治疗小儿急性出血

坏死性肠炎 36 例
,

治愈率 91
.7%

,

疗程最短

者 7d
,

最长者 13 d
,

一般在服 2~ 3 剂 后 诸

症明显减轻
。

五
、

防 治 因病毒而促成的 出血型晓睐炎

任世光11
‘
]等将麻疹疫苗注入家 兔 主 胰

管及耳静脉
,

制成出血型胰腺炎模型
,

并设对

照组
。

大黄治疗组 24 及 48 h 血清淀粉r酶里及

血小板聚集升高均受到阻抑
,

胰腺寮血
、

出血

亦减轻
。

结果提示大黄是治疗出血型胰腺炎

的有效药物
。

六
、

治疗妇并各种血旋

程萍
,‘“]采用大黄治疗了各种妇科血症

,

取得了满意效果
。

1
。

治疗月经过多 用大黄
、

生熟地等五

味中药治疗一患者月经过多
,

结果服3剂淤去

血止
,

下次行经续服 3 剂
,

并连服 3 个月后
,

月经量正常
。

2
。

治疗闪跌血崩 用大黄
、

生地药味等

七味中药治疗一名因从 Zm 高处跌下而血崩

的患者
,

水煎后服 1剂疼痛减轻
、

二剂痛止
、

三剂血止
。

3

。

治疗产后恶露不绝 用生化汤 加 大

黄治疗 例自然流产行刮宫术后恶露不绝
,

用水煎服
,

两剂排出小血块如花生大
,

再服两

剂血止
。

4

。

治疗产后便血 作者用大黄
、

生地等

6味药水煎服治疗产后大便下血 1周的患者
,

结果三剂后即热清血止
。

综上所述
,

近几年来对大黄救治出血急

重症的研究
,

取得了一些进展
,

对临床运用大

黄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但目前对大黄的研究

仍存在一些问题
,

如临床虽已总结出不少病

种的疗效
,

但多数缺乏单盲或双盲对照
,

应继

续重复验证
。

实验研究方面
,

目前对大黄多

种药理成分及广泛的疗效原理还 不 完 全 清

楚
,

但可深信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
,

大黄

在治疗出血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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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大黄临床的应用概况

广州南方医院药学部 (广州 让05 15) 李国峰

大黄是临床常用中药之一
,

主要的化学

成分有葱配衍生物等
。

大黄具有泻下
,

收竺生

血
、

解痉
、

利胆
、

抗菌
、

抗病毒
、

抗寄生虫
、

抗肿

瘤
、

降血压
、

降血脂等作用
’‘一 sJ

。

近几年来
,

单味大黄在临床各科的使用
,

日趋广泛
,

现

概述如下
。

1

。

急性淋病 用大黄醇浸青片和 熟 大

黄片治疗 1犷 例急性琳病
。

熟大黄片观察3(3

例
,

大多数病例口 服剂 显每天 3 次
,

每次 8 片

(每片介苏乙衍生物 8
.gm g)

,

共 4d
,

个别病

例每天
一

次 每次 15 片
,

共
通
~

s d
,

总有效率

为 理% 查愈率 “ %
.
多数病例无副作用

,

少

数有腹痛
,

大便每天 2一3 次
。

大黄醉浸膏片

观疾 12 1 例
,

口服剂量母天 3 次
,

每次 了~ 3

片
,

共 贝
.
总有效率 盯%

,

痊愈率 16 %
,

有
:日显滚痛和嫂泻副作用

!‘] 。

Z

J

排印功 花犷:调 不同类型的排 卵 功

能失调患省
一

。 例
,

按随机法分为两组
。

治

疗组口服补肾活血 狡廷及 大 黄 胶 囊
,

对那

组仅口服补肾活血咬囊
。

治疗组 为 例 共 作

210 个周期治疗
,

治疗结果获排卵 5i 例(
‘

币

个周期)
,

有效 10 例(叮 个周期 )
,

无效 9 例

(43个周期)
;
治疗总有效率为 8了

.
2 %

.
排 卵

者中有 37 例怀孕
,

怀孕率为 52
.
9;百

。

对 照

组 32 例共作 96 个用期治疗
,

治疗结果获排

卵 20 例(35 个周期 )
,

方效 6 例 (盯 个戈期)
,

无效 6 例(34 个周期 ) 治疗总有效 率 为

81.3% 排卵者中有 13 位不孕
,

怀孕 率 为

4O .G %
。

两组的排卵虫相比较
,

治疗组高于对

照组
,

但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

3

.

单纯性肥呼拉 沁。例无明显 内 分

泌代谢病因的单纯性肥胖庄患者
,

5 。例用精

刹大黄片治疗
,

即于饭后 服精制大黄片 5 片
,

拼 日 ]~ 3 次
,

保持每日大便 2次左右
,

据此

而调整大黄片服用剂量
。

芬氟拉 明 组 50 例

于第 1周每 日服 连o m g
,

( 早
、

晚餐 前沁 ~

6Om in 各服20 m g )
:
第 2~ 选周每天服 6Om g

第 5~ 6周根据患者疗效及出现的副作用
,

每

天剂量为 60 ~ 30 m g
,

第 9一 沁 周每 天 剂 量

递减为 40 ~ 60 m g
,

第 n 周为 切二g /d
,

第
吮

2 咫为 20 m g /d
。

结果
:
精制大黄片组显效

42%
,

有效 52%
,

无效仔%
:
总有效率为 94 %

,

芬氟拉明组显效 沁% 云等效 26%
.
无 效 4%

总有效率为少%
。

经统计学处理
,

两组总有效

率基本一致
,

但万抓位明组显效率高于精制

大黄片组
。

精制大黄片沮经治疗后体重平均

减轻 5 ,

2 士3
。

81 茗
,

芬氖拉明组为 6.例 士

2
.
49 k g

,

两组无明显差异
。

精制大黄片组经

治疗后腹围平均减小 5
,

0 士2
.
gc m

,

芬氟位明

组 6
.1士4

.
14 cm

,

两组无显著性差异间
。

4

.

胆 索炎胆石 拉 对不宜手术
,

结石小

于 1.Oclll或呈泥沙样
,

主:其它方法排石效{果

不好者
,

用生大黄片 0
.69 口服

,
‘

毕日 3 次
,

共

治疗 42 例
。

结果有 31 例患者排出胆石
,

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