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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某院处方中半夏的用量调查，初步分析了半夏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的超药典用量的现象、半夏超量
使用的原因、目的，并初步概述了半夏的资源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可有效解决半夏资源问题的措施。

关键词　 半夏；应用；超药典用量；资源；解决途径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２．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４９Ｘ（２０１４）１２２１３３０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ｖｅ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Ｄｏｓ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ＹｅＱｉａｏｄａｎ１，ＬｉＷｅｉｐｉｎｇ２，Ｘｉ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３，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ｆｅｎ３（１．ＮｉｎｇｂｏＦ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Ｎｉｎｇｂｏ，
Ｃｈｉｎａ；２．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ｅｑｉｎｇ；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ｗ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ｄｏｓ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ｅ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ｗｅ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ｓｗｅ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ｄｏ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ｔｅｒ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是天南星科植
物半夏的干燥块茎，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等功

效［１］，临床上可用于治疗湿痰寒痰、咳喘痰多、痰饮眩悸、风

痰眩晕、痰厥头痛、呕吐反胃、胸脘痞闷、梅核气、痈肿痰核、

癌症、咳喘痰多等疾病［２］。有资料表明，半夏在止呕、止咳化

痰、抗胃溃疡、抗早孕、抗病毒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应用价

值［３］。近年来研究发现，半夏具有较好的抗肿瘤作用，对宫颈

癌、胃肠道肿瘤等都具有较好的疗效［４］。研究还发现鲜半夏

具有较好的抗蛇毒作用，对五步蛇毒中毒小鼠外周血血象具

有显著性影响［５，６］。可以说，半夏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是很

多中成药如半夏止咳糖浆、半夏露、半夏糖浆等的主要原料

之一［７］。但由于半夏的用量逐年增加，使半夏的野生资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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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枯竭，资源短缺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半夏的应用。为了满

足需求，目前半夏已经实现了人工栽培。但在栽培过程中，病

毒感染、优良品种缺乏、栽培工艺落后已经成为目前制约半

夏生产发展的的主要瓶颈［８］。受到上述因素以及炮制不当等

因素的影响，半夏的品质逐年下降，为了不影响药效，很多医

生在临床中往往超量使用半夏。药物的超量使用往往容易引

起药物的不良反应，用量过小往往又会影响疗效，如何把握

这个平衡点对临床上安全有效的用药尤为重要。本文对半夏

资源短缺的现状以及半夏应用过程中的超药典用量现象进

行了初步的探讨。

１　半夏临床应用过程中的超药典用量现象调查

中医方剂千变万化，不外乎辨证论治，而中药剂量的变

化是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半夏从野生到栽培的变

迁，再加上炮制不当，如炮制时长时间用水漂很容易使半夏

的有效成分流失［９］。为了不影响疗效，在半夏品质下降的今

天，很多中医往往超药典用量使用半夏（《中国药典》２０１０年
版半夏的用量为３～９ｇ）。由于半夏有毒，超剂量使用半夏
有时易致患者呕吐等不良反应，存在着潜在的用药风险，同

时，不合理的大剂量使用半夏也造成了中药资源的浪费，使

半夏资源短缺的问题雪上加霜，同时由于半夏价格价高，超

剂量使用又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

本文随机抽查某院２０１４年５月的中医处方３０００张，调
查其中半夏的使用情况，并作了初步的用药分析，结果在所

抽样的处方中，含有半夏的处方为 ３２５张，占所有处方的
１０．８０％。处方中所使用的半夏均为姜半夏（按《中国药典》
第二法炮制），所有处方中，半夏用量总和为２２８３９ｇ，平均
每张处方７０．２７４ｇ。每张处方大多为７贴药（患者每日服用一
贴药），其次为５贴，少数处方为１４贴，每帖药中半夏平均用
量为１０．１５６ｇ，每帖平均用量超过了药典最高量（药典最高
用量为９ｇ）。具体结果见表１。抽查结果表明，某院半夏使用
存在超药典用量的现象。大多数处方超量较小（以１０ｇ和１２
ｇ较多见），最高的用量为１５ｇ。

表１　抽查处方中每帖药半夏用量

处方用量（ｇ） 处方数 比例（％）

Ｘ９ ２４８ ７６．３

９＜Ｘ＜１５ ６２ １９．１

Ｘ１５ １５ ４．６

２　半夏的超药典用量分析

２．１　半夏超药典用量的情况分析

中药剂量问题一直受到中医药业界普遍关注，但至今仍

未得到妥善解决。付晓燕等［１０］对北京市平谷区中医院中药

用量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该院无论是法半夏还是清半

夏均存在在超量使用的情况，最大使用量均为１５ｇ，这与本
文前面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检索文献发现，很多医家有超

量使用半夏的情况，如黄和等［１１］重用半夏３０～６０ｇ夏治阳
郁，痰结、湿滞、浊蔽、热壅、气郁、血瘀等所致多寐，疗效颇

佳，也尚未发现有不良反应。古代中药本草以及现代临床中

也常见半夏的超量使用情况。《黄帝内经·灵枢》所记载的

半夏秫米汤，半夏剂量达到５合（今约６５ｇ），是半夏重用之

先河。现代如颜德馨、王士福、陈连起、胡学刚、沈丕安、牛元

起诸贤皆为当今名医，均善以重剂半夏治疗顽症痼疾，大剂

常用３０～１２０ｇ［１２］。可见，临床上经常可见半夏超药典用量
的现象。虽然半夏有毒，但合理应用可有效降低毒性，即使超

剂量使用有时也是安全的。影响中药剂量的不确定因素太

多，不能采用简单、机械的定量方式，否则容易使临床治疗疾

病太机械，使本来灵活的中医机械化，也容易使后来者陷入

思维的误区。《中国药典》虽规定了使用限量，但“凡例”中

也申明：“必要时可根据情况酌情增减”。唐仕欢等［１３］对１８
个省市的２１家医院常用中药饮片用量进行了问卷调查，通
过调研发现，７８．４％ 的专家认为有必要修订药典对饮片用
量的规定，中医临床医生认为《中国药典》规定的中药用量

普遍偏小，有必要加以部分修订。

２．２　半夏超处方用量的原因及目的

２．２．１　半夏品质差参差不齐　 由于半夏资源短缺价格较
高，商品中往往混入价格低廉的水半夏及天南星等外形相近

的药材。此外，随着产地的变迁，很多非道地产区也开始栽培

半夏，再加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很多栽培者盲目的追求产

量，忽略了质量，使半夏的品质不断下降，不同批次半夏质量

参差不齐。不同产地半夏的有效成分含量相差较大，非道地

产区所栽培的半夏有效成分含量往往低于道地产区。有研究

者对不同地区半夏有效成分总核苷进行了测定，发现居群半

夏药材的总核苷类成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如江苏泰半夏和重

庆半夏核苷类成分含量可高达到０．０５％，而以湖北荆半夏为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５８４％，两者相差较大［１４］。李婷等［１５］对不

同产区２２个半夏药材样品进行了浸出物及总生物碱含量进
行了测定，发现不同产地半夏药材其含量差异较大。浸出物

最高含量和最低含量分别为１１．３３％、７．３２％，总生物碱最高
含量为０．０７１８％，最低含量则为０．０１９３％，不同产地间含量
相差约４倍，这表明不同产区半夏药材内在质量存在较大差
异。为了达到应有的疗效，临床中医师不得不增加用量。

２．２．２　半夏种质资源下降，优良品种缺乏 　 李婷等［１６］对

我国半夏资源及生产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半夏植物的野生

或栽培群体中均存在着许多种内变异类型，调查中还发现一

些传统种植地区已经不再种植半夏，原有种质流失。由于缺

乏规范的种子市场，药农在每年采收后自行留种或播种时使

用自采野生种子，从而导致了半夏种质资源不断下降，加上

缺乏对优良品种系统的选育研究，使半夏缺乏优良的品种。

２．２．３　不同疾病的临床治疗实践 　 根据中医临床的经验
以及临床中药师的经验，由于环境污染等原因，疾病的变化

越来越复杂，恶性肿瘤等疾病发病复杂，治疗时若不增加用

量，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调查中也发现，大多数超药典用

量的处方为肿瘤患者。可见，有时半夏使用时不能局限于药

典的用量，必须根据临床实际情况灵活应用，必要时可以超

药典用量。但半夏属有毒之品，古今认识一致，虽经炮制和煎

煮后，其毒性大降乃至甚微，临床用药虽然已经比较安全，但

重用时仍须谨慎。

３　半夏的栽培及资源现状

３．１　半夏的栽培

虽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半夏就开始进行了人工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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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但半夏栽培过程中除草和采挖所需的劳动力非常大，目

前半夏栽培已向人工成本较低的西部转移［１７］。此外，在栽培

过程中，半夏还存在病毒感染、优良品种缺乏、栽培工艺落后

等问题。

３．２　资源短缺

随着半夏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半夏市场需求量持续增

加、野生资源不断减少和半夏栽培技术远远滞后三者之间矛

盾的日益加剧，我国半夏资源蕴藏量和产量都大幅下降［１８］。

从２０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对半夏需求量有增无减，市场供需
缺口一直在２０００吨上下，且需求量以每年约２９％的速度递
增。据初步测算估计，目前半夏市场需求约５５００６０００吨，而
产量不到需求量的一半。目前，半夏资源在全国各地均呈现

普遍减少的趋势，市场供不应求，不少地区出现了以伪品水

半夏代用旱半夏的情况［１９］。

４　半夏资源问题的解决途径

针对半夏资源短缺的问题，有必要开展半夏规范化栽培

以及优良品种选育的工作。可以通过组织培养，加强相关过

程的规范化管理、选育优良品种等途径来有效解决半夏的资

源问题。如根据多倍体通常表现出产量、抗逆性、药用成分含

量提高等特征，可以培育半夏多倍体品种。王冰洁等［２０］培育

出多倍体半夏品种，试种后比较了该品种与普通品种中有效

成分的含量，发现多倍体半夏块茎中鸟苷含量和有机酸含量

明显高于普通半夏块茎，且培育出的多倍体半夏产量也更

高。高伟平等［２１］进一步研究发现１６倍体半夏块茎中鸟嘌呤
核苷、腺嘌呤核苷与麻黄碱的绝对含量均显著高于８倍体半
夏与野生半夏。潘平等［２２］进一步研究发现多倍体半夏中有

毒成分草酸钙晶体的含量显著低于８倍体半夏。可见，多倍
体选育为半夏优良品种培育一条较好的途径。提高栽培技

术，降低栽培时的劳动力成本也是解决半夏资源问题的关键

之一。在栽培的过程中有效地迁地保护，合理得进行半夏的

产地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建立半夏协会，大力开展

科学种植，提高半夏种植水平［２３］。

５　展望

半夏作为我国传统药材，药理作用广泛，应用价值较广。

在半夏的临床应用过程中，必须科学的看待半夏的超药典用

量问题，根据中医的临床经验谨慎使用，在必要时可以超过

药典用量，但应注意密切观察，注意不良反应的发生，切忌盲

目加大用量。

目前半夏存在资源短缺等问题，解决半夏的资源问题，

优良品质选育和改善栽培技术是关键。在半夏的开发应用过

程中，要做到半夏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协调统一，实现

半夏野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国药典［Ｓ］．２０１０年版．一部．１１０
２　俞婷婷，李伟平，丁志山．半夏的应用及毒性认识［Ｊ］．现代中药
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２，２６（２）：７９８２

３　李斌，程秀民，周永妍，等．半夏的研究进展［Ｊ］．中国民族民间医
药，２０１０，（１）：４７４８

４　武峰，秦志丰，李勇进，等．半夏化学成分抗肿瘤研究进展［Ｊ］．中
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３，３１（２）：２７０２７２

５　施燕娜，李伟平，陶陶，等．半夏和滴水珠抗五步蛇毒中毒作用的
实验研究［Ｊ］．蛇志，２０１２，２４（３）：２３３２３６

６　田莎莎，李伟平，沈嫣婧，等．半夏、天南星和滴水珠抗五步蛇毒
中毒作用的研究［Ｊ］．中药药理与临床，２０１３，２９（３）：１３６１３８

７　丁立威．半夏价升１０年探因［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０，１２（８）：
４６４８

８　潘平，李伟平，熊明星，等．我国半夏产业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３，２４（３１）：２８８１２８８４

９　张跃进，孟祥海，许玲，等．不同炮制方法对半夏化学成分含量的
影响研究［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４（１２）：２１２３

１０付晓燕．３０种常用中药临床用量分析［Ｊ］．北京中医药，２０１２，
３１（４）：３１８３２０

１１黄和，杨慧敏．重用半夏治疗多寐临床体会［Ｊ］．实用中医药杂
志，２０１０，２６（８）：５７２５７３

１２南京中医药大学．方药传真［Ｍ］．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６４

１３唐仕欢，黄璐明，黄璐琦，等．常用中药饮片用量问卷调查报告
［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０，３５（４）：５３９５４１

１４戴小斌，谈献和，吴皓，等．不同居属地半夏核苷类有效成分的比
较研究［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０，７（３１）：２３２４

１５李婷，杨炀．泸州地区半夏的质量评价研究［Ｊ］．泸州医学院学
报，２０１０，３３（３）：３０１３０３

１６李婷，李敏，贾君君，等．全国半夏资源及生产现状调查［Ｊ］．现
代中药研究与实践，２００９，２３（２）：１１１３

１７穆二廷，周建理．黄淮平原半夏资源濒危与产地变迁［Ｊ］．中国中
药杂志，２０１３，３８（２１）：３７９５３７９６

１８王化东，吴发明．我国半夏资源调查研究［Ｊ］．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２，４０（１）：１５０１５１

１９张瑾，谈献．半夏资源研究进展［Ｊ］．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２０１０，
１７（５）：１０４１０５

２０王冰洁，李伟平，鲁光耀，等．加倍体半夏与八倍体半夏中鸟苷和
有机酸含量的测定［Ｊ］．中药材，２０１３，３６（６）：８８６８８９

２１高伟平，曾新，陈双集，等．加倍体半夏与野生半夏中有效成分的
比较测定［Ｊ］．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６（２１）：１６２５１６２９

２２潘平，李伟平，鲁光耀，等．多倍体与八倍体半夏中草酸钙晶体含
量的测定［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３，３１（９）：１９８５１９８７

２３常庆涛，王越，谢吉先，等．江苏省泰兴地区半夏生产现状与发展
对策［Ｊ］．农业科技通讯，２０１１（１）：７８

（２０１４０６２６收稿　２０１４０８０５修回）

５３１２

中国药师　　２０１４年第１７卷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７　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