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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附子与肾脏病

王兴煌#

#倪秀琴!

##附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谓#)附子"主风寒咳

逆邪气"温中"金疮"破坚积聚"血瘕"寒湿痿頢"拘挛

膝痛"不能行走*+列为下品"辛,甘,大热,有毒"具有

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除湿,止痛的功效"既善上助

心阳,中温脾阳,下补肾阳而奏回阳救逆之功"又善峻

补元阳,益火消阴"被称为)回阳救逆第一要药+* 随

着医学的发展"对药物及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入"附子被

广泛运用于肾脏病领域"如何在临床上用好附子"笔者

在此略陈管见"旨在抛砖引玉*

#

#古代附子温肾助阳的应用

古今善用附子者"当推仲景* 仲景顾护阳气"善用

附子"上煦头项"下温元阳"外暖皮腠"内煦脏腑"用于

回阳救逆"温通心阳"扶阳解表"温阳利水* 回阳救逆

时生用"且与干姜为伍&助阳散寒时炮用"多与酸寒之

白芍等配伍&且佐使姜蜜甘草"以制约其毒性-

#

.

*

'伤寒论(中记载附子温补肾阳的方剂众多"或为

君或与他药配伍为臣"如#麻黄附子细辛汤"附子与麻

黄配伍"温壮肾阳,发汗解表共奏助阳解表之功&四逆

汤重用附子温壮元阳,回阳救逆"用于治疗心肾阳衰寒

厥之证"为回阳救逆第一方&真武汤中附子温肾助阳以

化气行水"治疗阳虚水泛证* '汤液本草(首次出现附

子为入三焦和命门之剂"浮中沉无所不至"性善行"为

通行诸经引用药-

!

.

"成为后世运用附子温补命门之火

的源头* 明代"附子被众多医家列为要药* 戴元礼言#

)附子无姜不热"得甘草则性缓"得桂则补命门+* '本

草纲目(又云#)得蜀椒,食盐"下达命门+* 清代火神

派郑钦安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

到病至少阴方用+* 郑氏认为#)阳衰阴盛诸症用附子

应属常识"若能在热病高热,神昏,烦躁,脉数时使用附

子则为高手+*

!

#附子在慢性肾脏病中的应用

!

!

#

#附子与肾病综合征

肾病综合征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水肿,蛋白尿"湿盛

伤阳"脾肾阳虚易见"常用附子类制剂如真武汤,济生

肾气丸等治疗"能起较好疗效* 杨金凤等-

%

.在)附子

对微小病变肾病大鼠的影响+的实验研究中"发现附

子煎剂具有减少蛋白尿,改善肾功能的作用"高剂量应

用可明显降低血脂* 吴瑞萍-

F

.重用附子治疗小儿激

素撤停期肾病综合征"使撤停激素后疾病复发率明显

降低"临床缓解率增加* 有研究认为附子注射液可提

高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功能及血清补体的含量"对垂

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具有兴奋作用"并认为附子乌头

碱可兴奋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增强肾上

腺皮质功能"同时认为附子本身可能具有糖皮质激素

样作用-

$

.

* 周远鹏-

8

.研究发现附子在摘除肾上腺大

鼠中仍具有抗炎作用"其抗炎作用并非通过肾上腺释

放激素实现"而是附子本身具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

徐志敏等-

7

.研究发现附子煎剂抑制炎症作用强于氢

化可的松"且抗炎作用与垂体/肾上腺系统无明显关

系"即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 附子因具有抗炎

及免疫调节作用"可以提高激素的疗效"减轻机体对激

素的依赖和抵抗"减少复发"而被广泛应用于肾病综合

征尤其是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治疗*

!

!

!

#附子与慢性肾功能衰竭

慢性肾功能衰竭$简称慢性肾衰%"肾内多呈高凝

状态"中医学认为本病多为脾肾阳虚,湿浊瘀阻"临床

上常用温脾汤或大黄附子汤等化裁治疗"以温肾泄浊*

如赵平-

E

.临床研究发现大黄,附子配伍"可降低血尿

素氮及血肌酐作用"降低尿素氮效果优于肌酐"且大

黄,附子用药比例在
#

$

#

时显著* 杨金招等-

9

.对附子

不同剂量及其配伍干姜后对腺嘌呤所致小鼠慢性肾衰

的疗效进行观察"结果表明高剂量附子水煎液对腺嘌

呤所致慢性肾衰小鼠肾功能具有一定保护作用"且与

干姜配伍后其疗效增加"毒性降低* 尹玉柱等-

#"

.研究

表明附子所含去甲乌药碱可明显扩张血管"降低血管

阻力"增加供血供氧量"改善微循环&熟附子能抑制脂

质过氧化反应* 李立纪等-

##

.实验研究表明"附子能明

显抑制
G,H

,胶原所致血小板聚集"并能增加微血管

开放数及毛细血管口径* 附子水煎剂有抗休克,抗凝,

抗血栓形成,抗炎等作用-

$

.

* )血逢寒则凝"逢热则

行+"早在'神农本草经(就提出附子具有破瘕,散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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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作用* 附子改善肾功能的作用可能与改善肾血流,

抗凝及消除肾内瘕即肾内微血栓有关*

范建萍等-

#!

.实验研究表明附子的温阳,肾脏保护

作用主要与调节乳酸代谢有关"考虑其作用机制为#提

高氧利用率"增加机体氧代谢能力"减少糖酵解"使乳

酸脱氢酶活性得以恢复"而使乳酸生成减少&消除自由

基"修复组织膜损伤"防止细胞内酶等泄漏* 乳酸的蓄

积主要为剧烈运动,组织缺血缺氧引起糖酵解加强和

乳酸生成增加"而附子减少乳酸生成"与其改善血运

相关*

!

!

%

#附子与高血压病

高血压病是慢性肾脏病的常见并发症"高血压病

与慢性肾脏病互为因果"理想的血压对延缓肾衰进展

有重要意义* 研究认为附子总生物碱对血压的影响以

升高血压为主"其所含氯化甲基多巴胺具有
!

受体激

动作用"有明显的升压作用"同时可使脑内多种兴奋性

递质如肾上腺素,多巴胺,多巴胺
"

羟化酶的含量增

高"能增强多巴胺
"

羟化酶"促进体内儿茶酚胺的合

成&去甲猪毛菜碱具有
!

,

"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的作

用"能兴奋心脏,收缩血管和升高血压-

#%

.

* 附子主要

应用于阳虚之证"药性辛散升浮"无使升者伏矣之效"

反致升者更升之虞* 中医学认为高血压病以肝阳上亢

为多"治以平肝熄风,滋阴潜阳为主* 吴伟等-

#F

.认为

附子不符合高血压病安全,有效,平稳,长期的降压治

疗原则"即使阳虚之体的高血压"也可致血压升高* 蓝

森麟等-

#$

.也认为补肾温阳法是阳虚或阴阳两虚型高

血压病的常用治法"但不能用附子,肉桂等过于峻烈之

品"否则容易阳气过亢"厥逆于上* 对于伴有高血压的

慢性肾脏病"附子应当谨慎使用*

%

#附子的毒副作用

'本草经疏(言)附子全禀地中火土燥烈之气"而

兼得乎天之热气"故其气味皆大辛大热"微兼甘苦而有

大毒+

-

#8

.

* 清!张志聪在'本草崇原(中记载#)服之

必发火而痈毒顿生&服之必烂五脏"今年服之"明年毒

发+

-

#7

.

* 附子含有的乌头碱类生物碱"是引起中毒的

主要成分"其中乌头碱是目前已知该生物碱类中毒性

作用最强的* 有临床报道
#

例乌头碱中毒后致急性肾

衰竭病例"患者服后即感口唇,四肢麻木"心悸胸闷"

%

天后出现少尿,蛋白尿"肾功能异常-

#E

.

* 附子中毒过

程"有服后立即出现中毒症状"也有服用一段时间后出

现蓄积中毒"特别是年老体弱,多病久疾之人"肾脏排

泄功能不全"即使是小剂量附子"长期使用也会导致慢

性蓄积中毒-

#9

.

* '本草纲目(记载#)有人才服钱匕即

发燥不堪"而昔人补剂用为常药若此数人00此皆脏

腑禀赋之偏"不可以常理概论也+

-

!"

.

* 远颖等-

!#

.应用

甲状腺素片及丙基硫氧嘧啶对大鼠进行造模"并分别

以附子及附子大黄配伍对其进行干预"观察肝,肾功能

及一般情况"结果表明"附子组肝,肾功能可有损伤"与

大黄配伍后肝,肾功能损伤更明显*

附子毒副作用可累及各个系统"主要表现在#口唇

及肢体麻木"胸闷"呼吸困难"食管烧灼感"伴有恶心,

呕吐&主要体征为烦躁不安,心慌,心悸,流涎,脉搏减

慢,呆滞如同大醉"皮肤苍白"瞳孔略大"对光反射迟

钝"膝反射迟钝"呼吸急促"四肢及颈部肌肉痉挛"肢体

湿冷"眼睑颤动"心律不齐"有期前收缩"最为突出的是

心律失常-

!!

.

* 中毒机制是刺激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

制"首先是兴奋感觉神经末梢,横纹肌和心肌以及中枢

神经系统"继而发生上述各部位的抑制与麻痹作

用-

!%

.

* 其中消化系统表现为#恶心呕吐"吞咽困难"甚

至口吐白沫"口腔,食管及胃部有烧灼性的疼痛"口角

流涎及腹痛,腹泻等-

!F

.

"易被误认为是尿毒症性消化

系症状"也有误认为急性胆囊炎"也有因吞咽困难而按

脑梗死论治* 而对于呼吸困难"肺部无明显干湿性

音"血象不高者"往往被认为老年人反应差"而按肺炎

行抗炎治疗"需引起临床重视* 对于老年患者及终末

期肾衰患者"附子当慎重应用"更不能长期使用*

F

#临床体会

F

!

#

#温阳利水"当邪有出路

附子在肾脏病的应用"首推温阳利水之功"但应使

邪有出路* 肾主水"参与水液代谢"水化于气"气赖于

阳"水液的输化有赖于肾阳的蒸化,开阖作用* 肾脏病

常有水肿之症"对于水肿的治疗"'素问!汤液醪醴

论(提出#)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芕00开鬼门"洁净

府+* '景岳全书(言#)凡水肿等证00盖水为至阴"

故其本在肾+"从而提出)温补即所以化气"气化而全

愈者"愈出自然+* 水邪有出路"则邪去病安* 纵然是

系统性红斑狼疮性肾炎肾病综合征,乙肝相关性肾炎

肾病综合征"大量蛋白尿,水肿"予真武汤化裁以温阳

利水"可使水肿消退"蛋白尿改善"同样可取得很好的

疗效"而无阳毒流窜,肝阳化风之弊* 附子应用在于重

视剂量,配伍与疗程"如'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

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

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00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同时认为水邪要有出路"才能邪去正安"即重视自身肾

功能的状态*

若水邪无出路"气化则可能妄行* 如某老年尿毒

症患者"每周
%

次规律血液透析及配合降压,降糖,营

养支持等治疗"原本全身状况良好* 之后突发面色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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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恶心呕吐,呃逆频作,腹痛烧心,不思饮食,耳鸣耳

聋,喘促不能平卧而住院"查肝功能正常"大量胸腹水

及心包积液"当时按胆囊炎予抗炎保护胃黏膜"以及加

强超滤等治疗"未见好转* 追问病史"患者诉因形寒怕

冷"近
#

个多月来一直服用中药颗粒剂"观其方每剂含

附子
#$ I

* 考虑附子中毒"停用附子制剂"予增加透

析次数为每周
F

次及加强脱水后诸症渐平"但耳聋难

复* 故认为晚期尿毒症患者"肾脏无排泄功能"药物极

易蓄积而中毒* 且附子大辛大热走窜"极易逼津外越

而妄行"同时认为附子可能有耳毒性*

F

!

!

#温阳益气"当少火以生气

在尿毒症晚期"阴阳衰微"大剂量附子有可能耗竭

肾中元阴元阳* 吴伟等-

#F

.观察发现临床上中,晚期肾

衰竭患者服用附子制剂会加剧肾功能恶化* 如'内

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壮火之气衰"少火之

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医宗金鉴(谓)肾气丸纳附桂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

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肾气也+* 至虚之

体"当少火以生气"可见一斑*

综上"附子如同西药环孢素,普乐可复之类"既可

应用于肾脏病的治疗"对降低蛋白尿及利尿消肿有较

好的疗效"但同时又有一定的肾毒性"对中,晚期肾功

衰竭患者可能有加剧作用"治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且剂量小或难以取效"剂量过大或疗程过长"或有动阳

化毒"变证丛生之虞"临床上过度应用而致各种血证的

也不在少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附子用量

% J#$ I

"指出宜先煎
%" J8" /<?

"以减轻毒性"以口

尝无麻辣为度* 但临证时仍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尤其应因人制宜"老年患者及肾衰竭患者"肾脏排泄功

能低下"极易蓄积中毒"应当谨慎使用* 如何将附子更

好地应用于肾脏病领域"针对其所适应的肾功能状态

即处于哪一期"尚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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