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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来源于天南星科植物半夏Pinellia ternata的干

燥块茎，产地主要分布在我国华中、华北以及东北地区，

一般为夏、秋二季采挖。半夏味辛可发散，性温可燥湿，

又入脾、胃、肺经，故既可燥脾湿化痰，治疗湿阻中焦之

痰症，又可降逆止呕，治疗湿阻胃脘之痰症，还可消痞散

结，治疗湿阻上焦之胸痹、结胸，外用可治疗乳痈[1]。自

东汉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收录该药材以来，众多医药

学著作中均收载了半夏。在《伤寒论》113个方剂中，有

18个方剂含有半夏，占总方剂数的 15.9％。现今，有研

究表明半夏可用于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2-3]、慢性萎缩

性胃炎[4]、抑郁症[5]、咳嗽痰多[6-7]等多种疾病，应用较为

广泛。

作为中药中的常用药和毒性药，现今半夏的性状、

功效及炮制已得到较广泛的研究。但其部分炮制方法

因多方面的原因而缺乏传承，导致其中一些功效由于炮

制方法的失传而不再使用。例如清代医药学著作《本草

从新》中记载用芒硝炮制半夏制得的硝黄曲可治疗中风

昏厥，但如今芒硝制曲的炮制方法和半夏治疗中风的功

效均已不再使用。因此，除了梳理现今已知的半夏炮

制、功效研究外，考证半夏失传的炮制工艺及功效，既可

以扩大半夏在临床的应用范围，还可对中医药学的发展

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笔者通过查阅《雷公炮炙论》《本草

蒙筌》《本草纲目》《本草求真》等古籍，对半夏原植物性

状、功效、禁忌、毒性以及炮制工艺进行考证，以期为半

夏鉴定、功效、毒性以及炮制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1 半夏原植物性状考证
《礼记》曰：“仲夏之月，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

堇荣…五月半夏生。盖当夏之半也，故名”[8]，此为半夏

名字的由来。魏晋吴普所著《吴普本草》曰：“半夏一名

和姑，生微邱，或生野中，叶三三相偶，二月始生”[9]。唐

代苏敬编撰《新修本草》曰：“半夏所在皆有，生泽中者，

名羊眼半夏，圆白为胜。然江南者大乃径寸，南人特重之，

顷来互用，功状殊异。其苗似由跋，误以为半夏也”[10]。

宋代苏颂的《图经本草》中描述较为详细，曰：“一茎，茎

端出三叶，浅绿色，颇似竹叶而光，江南者似芍药叶；根

下相重生，上大下小，皮黄肉白…其平泽生者甚小，名羊

眼半夏”[11]。清代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曰：“高

一二尺，生泽中熟地。根如小指正圆，所谓羊眼半夏

也”[12]。清代吴其溶编撰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曰：“半

夏，所在皆有，有长叶，圆叶两种，同生一出，夏亦开花，

如南星而小，其梢上翘似蝎尾”[13]。历代本草中所载半

夏的性状与现今所用的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

nata的干燥块茎性状特征基本相同[14]。在《图经本草》中

有云：“由跋绝类半夏，而苗高近一二尺，根如鸡卵大，多

生林下，或云即虎掌之小者，足以相乱半夏”[11]。据胡世

林[15]研究可知，此处的“由跋”应该为天南星科的虎掌南

星Pinellia pedatisecta Schott，当今市场上也有人将虎掌

南星作为半夏伪品出售，而在古代本草中就已经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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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半夏鉴定、功效、毒性以及炮制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查阅《雷公炮炙论》《本草蒙筌》《本草纲目》《本

草求真》等古籍，对半夏原植物性状、功效、禁忌、毒性以及炮制工艺进行考证。结果与结论：《唐本草》《图经本草》《植物名实图考》

等古籍对半夏的原植物性状均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且与现今所用半夏的性状相同；《黄帝内经》《药性论》《本草蒙筌》等古籍记载了

半夏祛痰、除呕、利水、通便、燥湿止带、开郁、散结等多种功效，应用较为广泛，然而健脾、利水、通便等不少功效现在都不再使用；

《雷公炮炙论》《本草蒙筌》《本草经集注》《本草新编》等古籍中记载了半夏刺激性毒性、妊娠毒性、肝肾毒性。目前对半夏刺激性毒

性以及妊娠毒性的研究较多，也较为完善，但对肝肾毒性的物质基础及毒理机制研究较少。《本草拾遗》《本草蒙筌》《本草从新》等

古籍中记载了半夏矾制、姜制、蜜制、醋制、制曲等多种炮制方法，然而目前常用的只有法半夏、姜半夏、清半夏3种炮制品，且炮制

流程也被简化。通过对半夏的用药历史与现代应用进行对比考察发现，半夏在功效、毒性以及炮制方面有较大古今差异，对其现

代较少应用的功效及炮制方法，有待后期研究验证。

关键词 半夏；原植物；性状；功效；毒性；炮制；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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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二者相差甚远。

2 半夏的功效考证
唐代甄权所著《药性论：药性趋向分类论》曰：“（半

夏）能消痰涎，开胃，健脾，止呕吐，去胸中痰满，下肺气，

主咳结，新生者；摩涂痈肿不消，能除瘤瘿气”[16]，将半夏的

功效描述较为详细。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曰：“（半

夏）总主诸痰，验证佐助。火痰黑，老痰胶，加芩、连、栝

蒌、海粉；寒痰清，湿痰白，入姜、附、苍术、陈皮。风痰卒

中昏迷，皂角、天南星和；痰核延生肿突，竹沥、白芥子

搀”[17]，即说半夏可治各种痰症。元代朱震亨又云：“有

痰曰嗽，无痰曰咳，因嗽而动脾之湿也。半夏惟入脾以

泻痰之标，不能入肾以泻痰之本。然咳无形，嗽有形。

无形则润，有形则燥，所以为流湿润燥之剂也”[17]。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1]将半夏的功效总结为

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笔者认为，半夏的化痰

功效来源于其燥湿之功，半夏燥湿化痰为其主要功效，

其余功效皆由此演变而来。本文以燥湿化痰为线索考

证半夏各种功效的来源。

2.1 半夏祛上焦痰湿

金代张元素所著《洁古家珍》曰：“半夏治寒痰，及形

寒饮冷伤肺而咳”。梁代陶弘景所著《名医别录》曰：“其

消心腹胸膈痰热满结，咳逆上气，心下急痛坚痞，时气呕

逆，亦皆邪在上焦胸中之所致，故悉主之也”[18]。清代叶

天士所著《本草经解》亦曰：“痰在肺则气不下降，气逆而

头晕眩也”[19]，指出痰阻上焦导致咳逆头眩，心腹胸中痰

热满结，则心下急痛坚痞。由此引出半夏治疗咳嗽、头

痛、胸痹、结胸的功效。

2.2 半夏祛中焦痰湿

《皇帝内经·素问》曰：“胃不和则卧不安。半夏能和

胃气而通阴阳”[20]；《皇帝内经·灵枢》曰：“阳气满，不得

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瞑，饮以半夏汤，阴阳既通，其

卧立至”[20]，指出半夏可和胃气以治郁烦失眠。清代黄

宫绣所著《本草求真》亦曰：“胃为痰气壅塞，则胃不和之

极，半夏既能温脾以除痰，又合生姜暖胃以除呕，若合

柴、芩以治少阳寒热往来，则胃更见和谐，故云能以和胃

也”[21]。清代严洁所著《得配本草》曰：“（半夏）为除湿化

痰开郁止呕之圣药”[22]。可见，痰阻中焦导致脾胃不和，

以致郁烦失眠、痰逆呕吐。半夏可通过祛中焦痰湿以开

郁除烦，降逆止呕。

2.3 半夏祛下焦痰湿

明代张景岳所著《景岳全书精选》曰：“（半夏）治脾

湿泄泻，遗精带浊”[23]。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亦

曰：“涎滑能润，辛温能散亦能润，故行湿而通大便，利窍

而泄小便”[24]。《神农本草经读》中亦曰：“肠鸣者，大肠受

湿，则肠中切痛而鸣濯濯也，其（半夏）主之者，以其辛平

能燥湿也”[25]，指明痰阻下焦，湿热蕴结膀胱，气化失职，

湿阻大肠，则小便不利，大便不通，遗精带浊。半夏可化

下焦之痰，以利水通便、固精止带。

3 半夏使用禁忌考证
半夏按古有三禁，血家、汗家、渴家忌之[26]。明代缪

希雍所著《神农本草经疏》指出：除此三禁外，还多有禁

忌并详细列出，如“咳嗽由于阴虚火空上炎，烁肺喉痒因

而发嗽，内热煎熬津液凝结为痰所致者”“呕吐由于火冲

胃热者”“饮食不化由于脾阴不足者”“呕、哕、眩、悸，谷

不得下，由于胃气虚弱者”“霍乱腹胀由于脾虚邪热客中

焦者”“咽痛由于阴虚，肾水不足则水涸而阳无所附，故

火空上炎而发咽痛者”“气喘由于气虚者”“头痛由于血

虚者”“小儿吐痰由于伤热者”“不寐由于心络血少者”

“自汗由于表虚腠理不固者”皆为忌者，并指出“类皆阴

虚肺热津液不足之候，误服此药，愈损津液，则肺家愈

燥，阴气愈虚，脓痰愈结，必致声哑而死”[26]。

4 半夏毒性考证
秦汉名著《神农本草经》对半夏的描述为：“味辛，性

温，有毒”[27]。《药性论》中写到半夏为“有大毒”[16]，而陶弘

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对其毒性的描述更为详尽，曰：“凡

用，以汤洗十许过，令滑尽。不尔，有毒戟人咽喉”“生令

人吐，熟令人下”[28]。清代徐大椿所著《神农本草经百种

录》曰：“半夏之辛…入喉则闭不能言”[29]。不少古籍都

记载了半夏妊娠毒性，如《本草蒙筌》曰：“孕妇忌用，恐

堕胎元”[17]。清代吴仪洛所著《本草从新》曰：“孕妇服

之，能损胎”[30]。而南北朝雷斅所著《雷公炮炙论》记载

了半夏对肝的损害，曰：“半夏上有隙涎，若洗不净，令人

气逆，肝气怒满”[31]。陈士铎在《本草新编》曰：“半夏燥

气之药，再耗肾中之气，气一耗，则火动水燥，不生精而

生普，势所必至，不特无益，反害之矣”[32]，提到半夏性辛

温，可损耗肾中津气。《本草经解》曰：“大泻元气，且有

毒，不可轻用”[19]。综上所述，半夏生用有强烈刺激性毒

性，会刺激咽喉甚至导致呼吸麻痹而亡；有妊娠毒性，会

损害母体及胎儿；有肝、肾毒性，会对肝、肾有一定损害，

故而半夏生用应谨慎入药。

5 半夏炮制工艺考证
5.1 半夏汤洗

清代杨时泰所著《本草述钩元》曰：“腊月热水泡

洗。置露天。露过又泡。共七次”[33]，即将半夏置于热

水浸泡，以达到炮制解毒效果。

5.2 半夏加辅料制

《本草蒙筌》曰：“久藏入药，同沸汤制七次。仍加姜

制，才可投瓶”[17]，写出了半夏姜制法。《本草纲目拾遗》

曰：“用大半夏一斤…用白矾八两，皮硝一斤，滚水七八

碗，将矾硝共入盆内搅晾温，将半夏入内浸七日，日晒夜

露足。取出清水洗三四次，泡三日，每日换水三次，取出

控干”[12]，提到了矾制半夏的制法。清代蒋介繁所著《珍

本医学集成（一）》曰：“凡采得以白芥子为末二两。酽醋

三两。搅浊投半夏于内。浸洗去涎”[34]，即以白芥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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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为辅料进行炮制。近代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

录》曰：“每于仲春季秋之时，用生半夏数斤，浸以热汤，

日换一次，至旬日，将半夏剖为两瓣，再入锅中，多添凉

水煮一沸，速连汤取出，盛盆中，候水凉，净晒干备用。

每用一两，煎汤两茶盅，调入净蜂蜜二两，徐徐咽之”[35]，

是以蜂蜜为辅料对半夏进行炮制。

5.3 半夏制曲

《古今医统大全集要》曰：“半夏不拘多少，用滚汤泡

过宿捣烂，每一斗入生姜一斤，同捣之，作饼子，用干稻

秆或粟麦秆之，如曲法，干久收取用”[36]，提到了半夏曲

的制法。半夏用药史上更有“韩飞霞造曲十法”。据《本

草从新》记载：生姜曲：“姜汁浸造”“治浅近诸痰”；矾曲：

“矾水煮透，兼姜和造”“治清水痰”；皂角曲：“煮皂角汁

炼膏，和半夏末为曲，或加南星，或稍加麝香”“治风痰。

开经络”；竹沥曲：“用白芥子等分，或三分之一竹沥和

成，略加曲和”“治皮里膜外，结核隐显之痰”；麻油曲：

“一麻油浸半夏三五日。炒干为末。曲糊造成”“治虚热

劳咳之痰”；牛胆曲：“用腊月黄牛胆汁。略加熟蜜和造”

“治癫痫风痰”；开郁曲：“用香附苍术抚芎等分。熬膏。

和半夏末作曲”“治郁痰”；硝黄曲：“用芒硝居半夏十分

之三。煮透为末。煎大黄膏和成”“治中风卒厥。伤寒

宜下。由于痰者”；海粉曲：“用海粉雄黄居半夏之半。

为末。炼蜜和造”“治积痰沉痼”；霞天曲：“用黄牛肉煎

汁炼膏。即霞天膏。和半夏末为曲”“治沉痼痰”[30]。

6 讨论
古籍所载半夏的原植物性状、药材性状与2015年版

《中国药典》（一部）[1]所载天南星科植物半夏Pinellia ter-

nata的性状相同，如“一茎，茎端出三叶”与半夏三出叶

的描述相同，“上大下小，皮黄肉白”与2015年版《中国药

典》（一部）[1]所载“呈类球形，表面白色或浅黄色”的描述

相同，乃至《新修本草》所载的“圆白为胜”亦与现代半夏

优劣鉴别相同。根据“圆白为胜”可将半夏与其伪品水

半夏相区分，水半夏色白，但其形状为圆锥形、椭圆形或

倒卵形，说明古籍中已将两者相区分。古籍对于半夏生

长时间的描述略有不同，《礼记·月令》曰：“五月半夏

生”，而《吴普本草》则云：“二月始生”，有此差别或与半

夏生长地不同有关。

从《神农本草经》首次记载半夏以来，半夏在中药中

占据重要位置。半夏功效广泛，可用于治疗火痰、寒痰、

风痰等各种痰症，也可燥湿健脾、降逆止呕、利小便而通

大便。然而在现代中药应用中，半夏的部分功效已不再

使用，如健脾、利水、通便等功效如今用者甚少。今后应

对半夏的部分功效进行再研究，系统探索和验证其功效

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之间的联系，以增加半夏的药用

价值。

目前半夏的功效研究并不透彻，学者可以通过研究

古籍以找到研究方向，例如半夏治疗痰阻上焦之头眩，

可引申为治疗抑郁症[5，37]；半夏治疗湿阻中焦之胸痹，可

引申为治疗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38]；半夏治疗湿阻下焦

之大便不通，可引申为治疗便秘。另外，由目前研究可

知，燥湿健脾多与糖尿病的治疗相关 [39-40]，由此可以推

测，半夏是否也有治疗糖尿病之功效。此外，在本草考

证方面，可通过学习古籍来推敲半夏在临床应用方面的

古今异同，以更好地发挥半夏的临床应用价值。

《本草经集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本草蒙筌》《雷

公炮炙论》等古籍均对半夏毒性有所描述，其中一部分

毒性已被证实，例如《本草经集注》中提出生半夏“有毒

戟人咽喉”。在近20年的研究中，生半夏对咽喉的刺激

性毒性逐渐被人证实。经吴皓教授及其团队的一系列

研究[41-43]发现，生半夏含有草酸钙针晶，具有极细长的具

针尖末端、倒刺及凹槽，可以通过机械压力和黏液细胞

的作用力刺入组织，引起刺激性，从而导致“戟人咽

喉”。另外，对于《本草从新》中提到的“孕妇服之，能损

胎”的说法，近年来也有学者发现，妊娠期长时间大量服

用半夏对小鼠胎儿及母体有毒性，可导致阴道出血，胎

儿体质量减轻，甚至增加胎儿早期死亡的几率[44-45]。夏

林纳等[46]提出导致半夏妊娠毒性的物质为半夏蛋白，30

mg/kg的半夏蛋白即会导致小鼠血浆孕酮水平降低，蜕

膜变形，胚胎停止发育并死亡。然而目前对于《雷公炮

炙论》中提出的“令人气逆，肝气怒满”以及《本草新编》

中提到的“耗肾中之气”均未证实，可根据古籍中所载结

合现代技术进行分析，以加强半夏的安全用药标准。

半夏“有大毒”，《本草述钩元》《本草纲目拾遗》《本

草蒙筌》《本草从新》等医药古籍提出多种半夏炮制方

法。然而古籍中提到部分炮制方法现代都已不再使用，

如醋制、蜜制以及制曲。炮制可以减毒增效，不同的炮

制品功效也有差别，故而笔者提出假设：半夏现今已较

少提及使用的功效是否与其较少使用甚至已经失传的

炮制方法相关。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查阅古籍，将

炮制工艺与功效相联系，加以证实，以扩大半夏的用药

范围。其中“韩飞霞造曲十法”尤其值得深究，其中“生

姜曲”及“矾曲”与现今炮制方法相近，然其余七曲如牛

胆曲“治癫痫风痰”、麻油曲“治虚热劳咳之痰”、硝黄曲

“治中风卒厥”、皂角曲“治风痰”、竹沥曲“治结核隐显之

痰”、开郁曲“治郁痰”、海粉曲“治积痰沉痼”、霞天曲“治

沉痼痰”均值得研究。

现在对于炮制流程都大大简化，如矾制半夏，古籍

中提到要浸泡七日，用清水洗三到四遍，然而现代炮制

中大大简化了这一水洗过程，这些被简化的步骤是否会

影响半夏的药效以及其减毒效果尚不得而知，故而需要

大量的研究来证明，以找到最佳的炮制方法。

综上，通过对半夏的用药历史与现代应用进行了对

比考察发现，半夏在功效、毒性以及炮制方面有较大古

今差异，对其现代较少应用的功效及炮制方法，有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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