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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猪胆为常用中药,古人常直接药用或用其炮制他药。通过查阅整理猪胆相关本草典籍,考证其

基原、药性、功效主治、炮制药物种类及历史等,为猪胆资源开发、临床使用及炮制研究等提供参考。考

证发现自唐代起,医家已区分使用猪胆和野猪胆。张仲景最先确定猪胆苦寒之性,并沿用至今。其功

效以滋阴清热、润燥通便为主。总结用猪胆炮制的中药共12味,猪胆炮药可以改变药物药性,降低药物

毒性、燥性,提高药物清热、镇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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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igBileisacommonlyused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whichhasbeenusedasmedicationdirectlyorprocessed
withothermedicines.Toclarifytheorigin,carriedoutresearchonmateriamedicaforitsorigin,tasteandefficacy,typesand
historyofprocesseddrugs,etcbyconsultingandsortingouttheancientTCMbooksrelatedtoPigBile,providethebasisfor
theresourcedevelopment,clinicaluseandprocessingofPigBile.WefoundthatphysicianshavedistinguishedbetweenPig
BileandwildboarbilesincetheTangDynasty.ZhangZhongjingfirstdeterminedthebitter-coldnatureofPigBile,andcon-
tinuedtouseitnow.Itsfunctionismainlynourishingyin,clearingheat,moisteningdryness,andpurging.Literaturesummary
of12kindsofChineseherbsprocessedwithPigBile,whichprocessingmedicinecanchangedrugproperties,reducedrugtox-
icity,dryness,improvedrugclearingheat,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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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胆药用历史悠久,最早记载于东汉医家张仲
景《伤寒论》,全书共收载有3个含猪胆的药方。南
北朝陶弘景《名医别录》[1]将其收载于“豚卵”条目
下,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首次将其单列,收录为
猪胆汁。自2000版起,猪胆粉被收载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2](以下简称《中国药典》),规定来源
为猪科动物猪(SusscrofadomesticaBrisson)胆汁
的干燥品。猪胆化学成分以胆汁酸、胆色素和牛磺
酸为主,具有镇咳、抗炎、抗癌、镇痛、抑菌等多种药
理作用[3]。此外,猪胆还常作为辅料炮制其他中药
(如天南星、黄连等)。目前,猪胆作为常见药材,相
关研究较为单一,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考证较
少。因此,对猪胆的药用历史追本溯源,开展研究
尤为必要。本研究通过系统查阅历代本草文献,分
析医案资料,考证其对猪胆的基原、药性、功效主治
等的记载,对猪胆作为炮制辅料的历史正本清源,
并综述相关现代研究成果,以期为深入研究和开发
利用猪胆提供参考。

1 基原考证

猪胆来源于猪,猪最早记载于甲骨文中,为
“豕”。猪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说文解字》
载:“豢,以谷圈养豕也。”《周礼》和《尔雅》中记载有
猪的不同名称,如“豝”“豭”“豵”“豜”“豱”“豥”“豟”
等[4-5]。丰富多样的猪名称,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
国古代先民对猪的驯化已非常成熟。普遍认为,家
猪(Susscrofadomestica Brisson)是 由 野 猪 Sus
scorfa驯化而来[6]。

由历代本草著作及医案看,医家所用猪胆一般
选用家猪的胆。陶弘景《名医别录》云:“豬胆,治伤
寒热渴。”苏颂在《本草图经》[7]中引杨雄《方言》述:
“猪,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谓之彘,或谓之
豕。南楚谓之豨,其子谓之豯。吴扬之间谓之猪
子,其实一种也”,这说明宋代医家在使用猪胆时开
始关注猪的来源、产地等问题。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8]中亦提及不同地域猪的品种问题,“猪天下畜
之,而各有不同。生青兖徐淮者耳大,生燕冀者皮
浓,生梁雍者足短,生辽东者头白,生豫州者味短,
生江南者耳小(谓之江猪),生岭南者白而极肥。”据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猪志》[9]记载,我国共有地
方猪种76个,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极大保障了各
地临床所需猪胆资源的供应。

除家猪外,医家所用猪胆也有来源于野猪的记
载。唐代孟诜《食疗本草》[10]首次提到了野猪胆和
野猪黄的使用,“野猪,三岁胆中有黄,和水服之,主
鬼疰痫病。又,胆:治恶热毒邪气,内不发病,减药

力,与家猪不同。”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11]载:
“野猪黄在胆中,治小儿诸痫疾。京西界野猪甚多,
形如家猪,但腹小脚长,毛色褐,作群行。肉色赤如
马肉,其味甘,肉复有,间得之,世亦少用,食之尚胜
家猪。”由此可见,至少自唐宋始,医家已经发现野
猪胆和家猪胆功效、主治各异,将两者区分使用,从
而保证了临床用药准确。

2 药性考证

张仲景《伤寒论》“白通加猪胆汁方”载:“猪胆
汁一合(苦寒)”,首次定义了猪胆的苦寒之性。后
世本草著作对猪胆性味的记载多与之相似。《本草
图经》记载猪胆药性为“大寒”,未描述其味和归经。
《嘉佑本草》云:“猪胆,微寒。”《汤液本草》[12]记载
猪胆的药味为“气寒,味苦、咸”,《本草纲目》记载其
“苦,寒,无毒”,《本草汇言》[13]载其:“味苦气寒,无
毒沉也降也。”其后的清代本草著作如《本草备药》
《本草述》《得配本草》等及现代的《中药大辞典》《中
国药典》等也沿用了猪胆性味“苦寒”的记载。从中
医药基础理论角度看,猪胆的“苦寒”之性,不仅与
民间俗称“猪苦胆”的真实滋味有关,也与猪胆具有
的主伤寒热渴之功效契合。

猪胆归经的记载首次出现于《本草纲目》,李时
珍曰:“方家用猪胆,取其寒能胜热,滑能润燥,苦能
入心,又能去肝胆之火也。”其后倪朱谟《本草汇言》
中记载:“猪胆汁,味苦气寒,无毒沉也降也,入手足
阳明经。”清代黄元御《长沙药解》载其:“味苦,性
寒,入足少阳胆经。”[14]现代《中药大辞典》[15]和《中
国药典》则认为猪胆“归肝、胆、肺、大肠经”。经对
比发现,《中国药典》将猪胆归经范围有所扩大,这
可能与其广泛的主治功效有关。各本草著作中猪
胆性味归经记载见表1。

3 功效主治考证

《名医别录》首次记载猪胆功效主治为“治伤寒
热渴”,这与其苦寒之性密不可分。《本草拾遗》[16]

将猪胆功效主治扩大,“主湿 病,下脓血不止,干
呕,赢瘦,多睡,面黄者。又主瘦病咳嗽,又主大便
不通,又主小儿头疮。”《本草图经》载其:“主骨热劳
极,伤寒及渴疾。小儿五疳,杀虫。”《本草纲目》还
记载猪胆具有“通小便,敷恶疮,杀疳,治目赤目翳,
明目,清心脏,凉肝脾。入汤沐发,去腻光泽”的功
效,并收录其治疗赤白下痢、瘦病咳嗽等16个成
方。《本草汇言》载其:“主伤寒里热燥渴,润大便火
结之药也。”《长沙药解》载其:“清相火而止干呕,润
大肠而通结燥。”

综合历代本草著作论述,猪胆因其苦寒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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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具有滋阴、清热、润燥、通便之功效,可用于治
疗咳嗽、热病燥渴、便秘、泄痢等证,这与现代《中药

大辞典》和2020版《中国药典》[17]中猪胆功效主治
的描述一致,具体见表1。

表1 各本草中猪胆性味、归经、功效主治考证

朝代 性味 归经 功效主治 出处

汉末 苦寒 《伤寒论》
南北朝 治伤寒热渴 《名医别录》
唐代 主湿 病,下脓血不止,干呕,赢瘦,多睡,面黄者 《本草拾遗》

宋代 大寒
主骨热劳极,伤寒及渴疾

小儿五疳,杀虫
《本草图经》

宋代 微寒 主伤寒热渴 《嘉佑本草》
元代 气寒,味苦、咸 《汤液本草》

明代 苦,寒 入心、肝、胆经
通小便,敷恶疮,杀疳;治目赤目翳,明目,清心脏,凉肝脾;入汤沐

发,去腻光泽
《本草纲目》

明代 味苦气寒 入手足阳明经 主伤寒里热燥渴,润大便火结之药也 《本草汇言》
明代 味苦气寒 主伤寒热渴 《神农本草经疏》
明代 苦寒 主伤寒热渴 《本草乘雅半偈》
清代 苦寒 入心、肝、脾经 疗大便不通,治或泻或止,久而不愈,通小便,杀疳虫,并治目赤目翳 《本草述》
清代 苦寒 入心、肝、胆经 明目杀疳,沐发光泽醋和,灌谷道,治大便不通 《本草备要》
清代 苦寒 入足少阳胆经 清相火而止干呕,润大肠而通结燥 《长沙药解》
清代 苦寒 入心、肝、胆经 治伤寒热渴,杀疳虫,通大肠 《得配本草》

现代 苦寒 归肝、胆、肺、大肠经
清热,止咳,明目,通便,解毒。主治咳嗽,百日咳,哮喘,目赤,目翳,
便秘,泄痢,黄痕,喉疵,脾耳,痈疽疗疮,鼠瘘

《本草大辞典》

现代 苦寒 归肝、胆、肺、大肠经
清热润燥,止咳平喘,解毒。用于顿咳,哮喘,热病燥渴,目赤,喉痹,
黄疸,泄泻,痢疾,便秘

《中国药典》

4 炮药考证

猪胆除临床直接入药外,因其特殊的药性和生

物特性,其还常作为辅料炮制其他中药。以猪胆炮

药可达到改变药物药性,降低药物毒性、燥性,提高

药物清热、镇惊作用的炮制目的,极大丰富了医家

临床用药,在治疗诸多疾病时,具有独特的效果。
4.1 黄连

黄连,《中国药典》[17]载其味苦,性寒,归心、
脾、胃、肝、胆、大肠经,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用于治

疗湿热痞满、呕吐吞酸、泻痢、黄疸等。以猪胆汁炮

制黄连历史悠久,宋代《小儿药证直诀》和《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中多有黄连拌猪胆制成丸药的记载。
《本草蒙筌》[18]首次提出以猪胆汁炒黄连,“肝胆火

盛呕吐,必求猪胆汁炒”。《本草纲目》认为:“黄连,
治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实火,则以猪胆汁

浸炒;治肝胆之虚火,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则
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后龚廷贤《寿世

保元》和缪希雍《炮炙大法》[19]中也沿用了“黄连治

肝胆之实火,则须猪胆汁浸炒”的记载。
现代研究发现,黄连经猪胆汁炮制后能增加黄

连中生物碱类成分在水煎液中的溶出,达到增强寒

性的炮制目的[20]。冉倩等[21]基于 UPLC-Q-Orbi-
trapHRMS研究发现,黄连经胆汁制后生物碱类

成分的种类未发生改变,但新增了6个辅料赋予的

胆酸类成分,提示其可能与黄连胆汁制后,泻肝胆

实火作用增强有关。由网络药理学分析发现,胆汁
炮制可增强黄连在多个病灶的作用强度,从而快速
恢复因肝胆实火导致的机体紊乱现象,这与清代张
仲岩《修事指南》所述黄连炮制“猪胆汁制泻胆火而
达木郁”[22]的理论相符。
4.2 黄芩

黄芩,《中国药典》[17]载其味苦,性寒,归肺、
胆、脾、大肠、小肠经,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
胎,用于治疗湿温、暑湿、胸闷呕恶等。猪胆汁炮制
黄芩最早记载于明代虞抟所著《医学正传》[23]中,
“以猪胆汁拌炒,能泻肝胆火”。龚信《古今医鉴》和
龚廷贤《寿世保元》还提到酒浸,猪胆汁拌炒黄芩的
方法。刘若金《本草述》[24]记载:“黄芩,寻常生用,
或水炒去寒性,亦可除肝胆火,猪胆汁拌炒。”清代
《顾松园医镜》《本草从新》《本草述钩元》等文献也
有“泻肝胆火猪胆汁炒”的记载。《中药大辞典》沿
用了“黄芩,猪胆汁炒可泻肝胆火”的描述。现代尚
未开展猪胆汁炮制黄芩的相关工艺、质量控制、化
学成分、作 用 机 制 等 的 研 究,明 代 张 三 锡《治 法
汇》[25]提到:“芩、连 以 猪 胆 汁 炒,泻 肝 胆 之 火 最
速”,推测猪胆黄芩炮制仍以增强黄芩泻肝胆火的
效果为目的,起增效作用。
4.3 天南星

天南星,《中国药典》[17]载其味苦、辛,性温,有
毒,归肺、肝、脾经,散结消肿,外用治痈肿、蛇虫咬
伤。生天南星具有强烈毒性,易戟人咽喉,古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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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用酒、姜、动物胆汁等辅料炮制天南星,动物胆
汁炮制天南星可制成胆南星。《景岳全书》[26]记
载:“胆南星,较之南星味苦性凉,故善解风痰热
滞。”胆南星炮制所用胆汁最早用牛胆汁,宋代《小
儿药证直诀》[27]载:“腊月酿牛胆中,阴干百日”,后
《普济本事方》出现了用羊胆汁炮制的方法,元代危
亦林《世医得效方》[28]首次提及猪胆汁炮制的方
法,“以大南星湿纸裹煨,为末,猪胆汁调下。”明清
时代的本草著作及医案所用胆南星大多以牛胆汁
炮制为主,猪和羊胆汁为辅。2020版《中国药典》
和全国大多数省市炮制规范中规定胆南星的炮制
辅料为牛、羊或猪胆汁。

现代研究发现,胆南星中成分相较于天南星和
胆汁均有显著改变,主要涉及肽键、糖苷键断裂等
化学变化[29-30]。针对以干酵母注射设计的大鼠发

热模型,胆南星组可有效降低大鼠体温,产生解热
作用,说明天南星经猪胆汁炮制后,药性由热向寒
转变,证明猪胆汁炮制具有改变药性的作用[31]。
以小鼠急性毒性实验,考察胆汁对天南星的减毒作
用,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猪胆星(猪胆汁炮制)
组小鼠的体质量、食量无显著性影响,表明猪胆汁
炮制天南星具有减毒作用。采用戊四氮小鼠惊厥
模型药效比较,胆南星作用优于天南星,表明胆汁
具有增强天南星抗惊厥作用的效果[32]。综上,猪
胆汁炮制天南星可以达到“改变药性、减毒增效”的
炮制目的。
4.4 其他

查阅本草文献,以猪胆汁作为炮制辅料的还有
黄柏、半夏、茴香、酸枣仁、荜茇、石菖蒲、远志、蛇
黄、藿香等中药,具体见表2。

表2 以猪胆汁为炮制辅料的中药

药名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 原文 出处

黄柏 苦,寒;归肾、膀胱经
清热燥湿、泻火除蒸

用于湿热泻痢、黄疸尿赤等

猪胆汁炒川柏

黄柏猪胆汁炒

《通俗伤寒论》
《万病回春》[33]

半夏
辛、温;有毒

归脾、胃、肺经

燥湿化痰、降逆止呕

用于湿痰寒痰,咳喘痰多等

小儿惊痰发搐,及胆虚不得眠,
猪胆汁炒

《本经逢原》[34]

小茴香
辛,温;

归肝、肾、脾、胃经

散寒止痛、理气和胃

用于寒疝腹痛、睾丸偏坠等
研,猪胆汁拌炒 《保幼新编》[35]

酸枣仁
甘、酸,平;

归肝、胆、心经

养心补肝、宁心安神

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等
猪胆汁炒[36-38]

《张聿青医案》《王旭高临证医案》
《王氏医案译注》《柳选四家医案》

荜茇
辛,热;

归胃、大肠经

温中散寒、下气止痛

用于脘腹冷痛、呕吐等

不以多少细研,用猪胆汁拌匀,
再入胆内悬法干

《丹溪心法》《医学正传》《医宗粹

言》[39]

石菖蒲
辛、苦,温;
归心、胃经

开窍豁痰、醒神益智

用于神昏癫痫、健忘失眠等
猪胆汁炒

《杂病源流犀烛》[40]《万病回春》
《古今医鉴》

远志
苦、辛,温;

归心、肾、肺经

安神益智、交通心肾

用于心肾不交引起的失眠多梦、健忘

惊悸等

猪胆煮过晒干
《杂病源流犀烛》《万病回春》《古
今医鉴》

蛇含石

(蛇黄)
甘、寒;

归心,肝经

镇惊安神、止血定痛

用于心悸、惊痫等

以猪胆汁拌匀,
入火煅通红,取出

《赤水玄珠》[41]

藿香
辛,微温;

归肺、脾胃经

祛暑解表、化湿和胃

用于暑湿感冒、胸闷吐泻等
猪胆汁炒[42] 《马培之医集》

5 讨论

综上,本研究梳理了猪胆药材基原、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等方面的记载。自张仲景始用猪胆起,猪
胆在我国至少有近两千年的药用历史。我国猪胆
资源丰富,全国各地均有分布。猪胆药材来源于家
猪的胆汁,古代医家也有野猪胆药用的记载,但两
者功效主治各异,临床使用应加以区分。猪胆性味
苦寒,其归经记载大致相同,归肝、胆、肺、大肠经,
主要具有滋阴清热、润燥通便功效,可用于治疗咳
嗽、热病燥渴、便秘、泄痢等证。此外,猪胆作为炮
制辅料是其药用的另一方式,诸多药物经过猪胆炮
制后能达到减毒增效或改变药性的作用。

猪胆资源丰富,疗效确切,开发前景广阔。目

前,国内绝大多数的猪胆资源用来生产胆汁酸和胆
红素,而利用牛胆、羊胆、蛇胆等开发的保健产品则
丰富多 样,因 而 猪 胆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还 存 在 一 些
不足。

首先,猪胆药材质量控制标准仍需提高。不同
时期本草著作及全国各省市中药材标准中收录的
猪胆形态存在差异,常见的有猪胆汁、猪胆膏和猪
胆粉3种。不同入药形态所用加工方式不同,其产
生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变化情况未知,这就很难
保证药材质量的一致性。猪胆中化学成分以胆汁
酸含量最高,其中又以结合型胆汁酸为主。《中国
药典》自2015版起,将猪胆粉之前规定的检测成分
游离型胆汁酸猪去氧胆酸改变为结合型胆汁酸牛
磺酸猪去氧胆酸,但最新研究发现,目前鉴别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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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种胆汁酸类成分中以甘氨结合型胆汁酸含量最
高[43],因此建议以含量相对较高的甘氨酸猪去氧
胆酸为检测指标,规范猪胆药材质量评价。此外,
猪胆作为“以药制药”中药传统炮制特色的典型中
药,其实际应用范围并不广泛,相关药物炮制的现
代研究较为有限,这也制约了猪胆资源的开发利
用。因此,应梳理相关文献探寻猪胆炮制药物的理
论依据,进一步研究猪胆炮制药物的工艺和质量标
准,科学、全面、深入开展猪胆炮制品化学成分和药
效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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