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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治疗血热型出血症沿用“炒"法的商榷

朱燕飞

(诸暨市人民医院，浙江诸暨311800)

许多临床中医师在治疗出血症使用栀子时，几乎都习惯用

“焦栀子”或“栀子炭”，笔者认为此用药习惯欠妥，值得商榷。

1栀子“炒”用法习惯的形成

栀子是临床上常用的一味清热泻火、凉血的药物，除了

常用于治疗热病虚烦不眠、黄疸、淋病、消渴、目赤、咽痛等症

外，还常用于治疗因肝胆实火上炎所引起的吐血、衄血或因

湿热下注引起的血痢或血尿等血热型出血症。当用于治疗上

述有关的出血症时，许多临床医生都习惯用“焦栀子”或“栀

子炭”，认为桅子“炒”后的止血效果强于生栀子。这种认识和

用药习惯主要是受古代医家的影响而形成的。许多古代医家

认为栀子用于止血应该“炒黑”用。例如《本草备要》：“生用泻

火，炒黑止血，姜汁炒止烦呕⋯⋯”O《本草崇原》：“上焦中焦

连壳，下焦去壳，洗去黄浆炒用，泻火生用，止血炒黑”。《本草

衍义补遗》：“治血病炒黑用”。又如古人所立的治疗肝胃火

盛，气火上冲，迫血上逆的“十炭散”，治疗肝火灼肺的“咳血

方”及治疗下焦热结的“小蓟饮子”等著名方剂中均有栀子，

栀子使用的目的是清肝泻火以凉血、止血，而栀子在方中又

多为“炒黑”或“烧炭存性”用。由于古人的有关论述和代表方

剂中栀子炒用法的影响，所以现代许多临床中医师形成了出

血症用栀子必“炒”的用药习惯。

2栀子“炒”用法的研究和分析

其实栀子用于治疗出血症，一概“炒”用并不科学，尤其

是用于血热型出血症。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生栀子比炒后的止

血效果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对栀子炮制的研究，通过对

黄疸、止血、解热等药理试验，比较了生栀子和焦栀子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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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初步实验结果认为，在止血和解热方面，则以生品为强。

《常用中药的药理和应用》中也有类似记载：栀子有止血作

用，生栀子止血作用较焦栀子强。生栀子比“焦栀子”或“栀子

炭”止血效果强是因为栀子所含的清热凉血有效成分——栀

子黄色素等在炒制过程中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尽管“炒

焦”或“烧灰存性”后的炭剂有一定的吸附能力，从而有收敛

止血的作用，但此作用远不及止血成分未被破坏的生品稳定

和持久。况且栀子为清热凉血药，多用于血热型出血症，故更

应该以不损失其清热、凉血止血的有效成分为原则，所以生

品的止血效果比炒制品强。另外还可以从中医关于血与火的

关系上理解其原因，栀子性昧苦寒，其性下行，善清三焦之

火，具有清热凉血之功，如《本草经疏》日：“栀子味苦气寒，泻

一切有余之火，世人又以治诸血症，⋯⋯火降则血归经，不求

其止而止矣。”由此可见，栀子苦寒下行，上炎之火则随之下

降，火降则妄行之血可随之归经，故血自止矣。但若将栀子

“炒焦”或“炒炭”后，其苦寒下行之性必然大减，因而上炎火

不能受其速折，下注之湿热不能受其速引，所以妄行之血也

就不能迅速归经，故用苦寒性味充足，即止血有效成分未受

损失的生栀子治疗血热型出血症比用“焦栀子”或“栀子炭”

的效果更显著得多。

3结语

综上所述，临床上使用栀子治疗出血症时，不必完全拘

泥于中医“红见黑止”的传统理论而一概“炒焦”或“炒炭”用，

应以辨证论治为基础。对于血热型出血症来说，用生栀子比

用炒栀子更能发挥其功能优势，其止血效果将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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