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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雷公藤花间接引起
消化道中毒１１例临床报告

□ 林明江

（福建省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１２）

　　关键词　雷公藤花　小河鱼卵　消化道中毒

　　雷公藤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Ｈｏｏｋｆ，又名黄藤、断肠草）［１，２］系
卫矛科雷公藤属木质藤本植物。其

性味归经为苦、辛、凉，大毒，归

肝肾经。它具有抗炎、抗肿瘤、抗

生育、祛风湿、活血止痛的功用，

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肾病综合

征、末梢神经炎、麻风、红斑狼疮

等常见病、疑难病的特效药。其毒

性成分 （也是化学成分）主要是

二萜、三萜、倍半萜、生物碱等。

目前，由雷公藤花间接引起消化道

毒性作用的病案，尚未见在各类医

学杂志有过详细的报道。本文所报

道地是近 １６年间收治的 １１例患
者，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及对小河鱼

鱼卵的检查报告 （含雷公藤红

素），证实为由雷公藤花间接引起

的消化道中毒。通过回顾临床治疗

观察，以提高对这类病情的认识和

诊治水平。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观察对象　１９８４年 ５月至
２０００年 ５月收治的由雷公藤花间
接引起消化道毒性作用的１１例患
者。男 ９例、女 ２例，年龄最小
１０岁、最大 ５６岁；单个发病 ５
例，３人同时发病２批６例。
１２　观察对象依据　 （１）在雷
公藤开花季节食用小河鱼鱼卵后３
～１２小时出现腹痛、口干、恶心
呕吐、水样腹泻。 （２）一起用餐
无食用小河鱼鱼卵者无发病。（３）
体征：体温在 ３６～３８３℃之间；
脉搏１３０～８６次／分；血压 １１０～
８６／７０～５０ｍｍＨｇ；脸色苍白、冒细
汗、微轻烦躁。 （４）呕吐物及小
河鱼鱼卵送上级医院 （原解放军

第１７８医院），均检出雷公藤红，

反应呈弱阳性。 （５）心电图检查
无异常；尿蛋白 （０～＋）、大便
隐血试验 （０～＋＋＋）；镜下报告
红血球 （０～＋＋）、肝功能检查
（－）。

２　治疗方法
２１　物理治疗　 （１）神志清楚，
发病时间在 ２小时内者，用温水
５００毫升加活性炭１汤匙饮入，然
后用压舌板刺激咽喉部探吐催吐排

出毒物； （２）发病时间超过２小
时，神志不清，中毒症状重不能配

合的患者，采用１∶５０００高猛酸钾
溶液经插胃管洗胃；洗净后再用硫

酸镁２０ｇ溶于２００ｍｌ水中由胃管注
入导泻。

２２　西药治疗［２］　以补液、止
血、止痛、解毒和保护消化道为原

则。早期重视补充足量的液体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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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系统的衰竭，能口服者鼓励其

尽可能多饮水。支持与对症治疗，

成人除每日生理需要量２０００ｍｌ外，
然后根据所测电解质再给予静脉补

给纠正。药物：（１）５～１０％葡萄
糖溶液加维生素Ｃ３～５ｇ；（２）血
压偏低者用肾上腺素 １ｍｇ肌注或
多巴胺 ２０ｍｇ加入液体中输入
（注：使用多巴胺前应补充血容量

及纠正酸中毒）；（３）有出血倾向
选用止血芳酸０２５～０５ｇ加入葡
萄糖液、维生素 Ｋ４４～８ｍｇ肌注
每日２～３次或用甲氰咪呱１０ｇ静
滴；（４）胃肠痉挛肌注阿托品０５
～１ｍｇ（阿托品为阻断Ｍ胆碱受体
的抗胆碱药，可解除平滑肌痉挛，

还有抑抑制腺体的分泌，包括胆

汁、胰腺、胃泌素等等），但是由

于雷公藤中毒有引起消化道出血现

象，在解除平滑肌改善微循环时，

应严格控制解痉药物的使用。

２３　中草药　 （１）鲜凤尾草［２］

３００ｇ煎水顿服，连用３～５天。凤
尾草功效为清热利湿、消肿解毒、

凉血止血。化学成分［１］：含大叶

凤尾甙 Ａ、Ｂ，蕨素 Ｂ、Ｃ、Ｆ，蕨
素甙等。蕨素具备解毒功能。（２）
民间治疗：用鲜 “空心菜”洗净，

捣汁口服可起到解毒效果。

２４　饮食　为减轻胃肠负担，治
疗期间禁食或清淡流质。

３　治疗结果
１１例患者５例治疗４天；４例

６天；２例治疗观察１０天出院。治
愈标准临床症状消失，大、小便常

规及肝功能检查正常，其中６例复
查三大常规３次正常才给予出院。

４　讨论
４１　雷公藤的相关研究　雷公藤
始载于 《万病回春》。其中毒的主

要原因是对消化道、心血管、神经

系统及泌尿系统的直接损伤，其中

毒症状呈进行性加重，如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脉细数而弱、血

压降低以至循环衰竭、头昏、头

痛、乏力、心慌、烦躁以至抽搐；

腰痛、少尿、血尿、蛋白尿、非蛋

白氮升高。严重者可因急性肾功能

衰竭、循环衰竭、中枢神经系统的

神经细胞受损及严重骨髓抑制等单

或多脏器衰竭而致死。

对雷公藤的近代研究至今已从

雷公藤中已分离出７０多种化学单
体，其中以二萜内酯为主要活性成

分。雷公藤应用于临床具有相当大

的毒副作用，但其主要毒性成分也

是其主要有效成分 （临床上它具有

抗炎、抗肿瘤、抗生育等多种活性

作用）。动物实验显示雷公藤毒性

最敏感的靶器官是胃肠系、造血系

及生殖系，以消化道反应最常见。

４２　１１例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　
发病均在春夏之交雷公藤开花季

节，由雷公藤花掉落入河流，而河

鱼食到雷公藤花后，毒性存在于鱼

卵，所以患者均为食用过山区河流

所捕获的小河鱼的鱼卵，避开这一

季节食用小河鱼的鱼卵均无发病病

案。病案排除食用腐败变质食物中

的嗜盐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痢疾

杆菌以及霍乱弧菌的感染。

４３　中毒机制　由雷公藤花间接
引起消化道毒性作用的病案，尚未

见在各类医学杂志有过详细的报

道。在 《有毒植物：危险的美丽》

报道中 “因间接食用而中毒：蜜蜂

如果吸食杜鹃花或雷公藤等有毒植

物的花蜜后，我们再去吃这些花蜜

所酿成的蜂蜜，就可能中毒。”雷

公藤红素［３］ “是诱导人体 ＨＭＣ－１
细胞凋亡的途径之一”。在雷公藤

开花季节小河鱼鱼卵送检验出雷公

藤红，而非开花季节则未检出。

４４　治疗探讨　雷公藤及其制剂
在临床使用中由其毒素引起慢性

心、肝、肾、神经系统损害有不少

的报道。本文所述１１例除２例发
病超２小时外，其他９例均在发病
后１／２～１小时来急诊，处理及时。
治疗过程发现１例尿蛋白（＋）；７
例大便镜下红细胞（０～±）；３例
（＋）；１例（＋＋）外，未发现心、
肝、神经系统的异常表现。在 １１
例病案治疗中除补液保持体内水电

解质平衡外，重点就是止血、止痛

及保护胃肠功能。但由于雷公藤以

二萜内酯为主要活性成分对胃肠

系、造血系、生殖系及神经系造成

损害，因此在治疗中必须时刻关注

病情变化。

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雷公

藤开花季节食用小河鱼的鱼卵出现

的上吐下泻中毒症状，民间采用空

心菜洗干净，捣汁口服起到解毒效

果，其原理有待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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