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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木 通 中 毒 談 起 

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前不久，比利時某位西醫擅用大劑量中藥木通給病人減肥，在長達半年之久

的使用過程中造成多人腎衰竭，一人死亡的醫療事故。最近，又有報道說幾十人

因使用龍膽瀉肝丸而致腎衰竭、尿毒症，而事故的元兇依然是木通。這些事件鬧

得沸沸揚揚，美國 FDA甚至因此而限制十幾味相關中藥的進口。 

    木通出自《藥性論》，屬於臨床常用中藥，具有利水通淋、清心下乳的功效；

主要用於治療膀胱濕熱，多見小便短澀或口舌生瘡、心煩尿赤等症；常出現在八

正散、導赤散、龍膽瀉肝湯等方劑中，產婦乳汁不通亦常用之。大量臨床病例表

明，對於濕熱證型的患者，適當地使用木通治療，療效相當明顯。這也是木通被

廣泛運用的原因之一。 

現代生活中，由於生活的壓力較大，人們常常心情抑鬰，中醫稱之爲肝氣不

舒。肝氣久鬰必定傷及脾，導致宗氣受損。同時，人們常常率性而為，過度盡興，

缺乏必要的休息（包括體力和腦力），使機體得不到舒緩，因而嚴重地耗損著宗

氣。譬如有些女士常常嚷著自己肚子大、要減肥，這其實就是宗氣不足所致，並

非真正的肥胖。如果有人不相信，可以在平躺時看看自己的肚子還大不大。如果

還是大，那是脂肪堆積，可能需要減肥；如果不大，就只能説明由宗氣不足、内

臟係帶無力造成，節食減肥或藥物減肥只會更傷宗氣，越減越肥。這種體質，還

可能同時出現明顯眼袋、酉時左右小腿肚脹痛、晚餐後腹脹（胃下垂）、痔瘡、

子宮向前或向後傾斜，重者可見陰道脫垂等等。宗氣不足者脾胃運化功能較差，

從而導致濕氣滯留體内，許多人早晨起床時發現舌苔又白又厚即爲此證。脾虛濕

盛者，稍食辛辣或油煎之品即可化熱，出現濕熱為患。因此，許多人的體質多處

於内虛寒、外濕熱，寒熱交雜、虛實相兼的狀態。此類病證臨床比較常見，其表

現為既怕冷又怕熱，晨起口淡乏味、午後胃口大開，口苦口渴，大便多不消化物

或質粘臭穢、大便時肛門發熱，尿色深黃、或排尿不暢，汗多質粘稠、毛巾上常

多油膩而易腐，舌苔黃厚而膩等症。上述症狀，中醫稱之為濕熱，使用木通一類

中藥清熱利濕，可以立即見效。木通屬於臨床常用中藥，如果在身體處於上述中

醫證型的情況下，適當使用木通，當然不會出現所謂中毒問題。問題就在於那些

沒有中醫知識的其他醫生隨意使用，他們不懂得木通的應用規律，不按中醫辨證

施治的使用，甚至大量或長期地亂用，因而導致事故。中醫文獻早就指出，使用

木通有量的限制，《本草新編》中曾告誡說，木通“不可多用，多則洩人元氣”。

現代研究認爲，木通含有馬兜鈴酸，大劑量使用可能會導致腎衰竭，故中醫教科

書《中藥學》中在述説該藥的使用注意事項時還特別指出，木通“用量不宜過大，

孕婦慎用”。上述禁忌，凡是受過正規中醫訓練者，都會謹記於心，切實遵行；

只有那些毫無中醫藥理論知識的人才敢濫用，因爲他們不懂得、甚至無視木通的

使用禁忌。所以說，這種由於個人的無知錯失而剝奪廣大患者使用此類中藥的做

法是不公平的，可稱作因噎廢食。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停止非中醫業者使用中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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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權利，或者讓有意使用中藥處方者進行中醫專業培訓並通過考核，方能獲得

使用中藥治病的資格。禁用某些中藥的做法好比沒有駕駛執照者擅自開車，當其

引發交通事故時，警察卻歸罪於所駕車輛，繼而停止同類汽車的運行權利。顯然，

這樣做是可笑的。如果按照這個道理，那些行兇殺人者可以無罪，而罪責應在他

所使用的兇器上，天下哪有這個道理？！ 

    其實，中藥的運用遠非僅僅量的限制，而必須遵從中醫的理論指導。中國人

有利用中藥培補身體的習慣，常常弄些中藥自己煲湯喝；的確，有些人的體質因

此而得到改善。但很多人服後卻感到不適，出現“虛不受補”狀態，有的甚至出

現中毒現象。這些並不一定屬於藥物的毒性所至，很多乃使用不當造成，“是藥

三分毒”這句民間俗語提示了使用藥物必須謹慎。所謂“毒”，是指對人體可能

造成的傷害而言。如若使用不當，任何藥物（包括西藥、中藥、甚至食物）都會

有毒。我們知道，每種西藥，對於人體都存在著毒副作用，當毒副作用超過人體

的承受能力時，就會給人體造成相應的傷害。譬如常服腎上腺皮質激素類藥物（諸

如可的松、強的松之類者），會因脂肪堆積而出現“滿月臉”、“水牛背”，四

肢肌肉萎縮等症狀。常服類固醇之類藥物的人，容易患上肝硬化、肝癌之類的疾

病。常用杜冷丁容易染上毒癮，常服止痛藥可能會傷胃，甚至過量服食維他命也

會損傷身體。食物也是這樣，有人不敢吃螃蟹，弄不好渾身又腫又癢，有的甚至

會導致痛風；有的人不能吃烤肉和辛辣之品，一吃就會上火；還有人吃完飯就上

廁所，卻常常責怪食物不潔所致。如此等等，舉不勝舉。中藥也是如此，中藥裏

面有“毒麻劇”類藥品，如某些治療風濕類藥鬧羊花、馬錢子、山莨菪、三分三

等都屬於大毒之品，必須慎用。即使那些人們所認爲毫無毒性的中藥，如果使用

不當，同樣會造成人體傷害，這是中藥使用的獨特規律。使用中藥者必須懂得中

醫的“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要分辨清楚機體的寒熱虛實狀態。一般來

説，寒證應該使用熱藥，熱證應該使用寒藥。如果錯用，寒證者服食寒藥，則為

雪上加霜，會更傷患者陽氣；若熱證者服食熱藥，則為火上加油，熱勢更盛，會

更傷患者陰液。還有所謂“虛不受補”的現象，如人參可以補氣，但某些氣虛者

卻不能隨便食用，有的人吃後會出現牙齦腫痛，口舌生瘡；有的人吃後肚子會發

脹，甚則會撑得像個氣球；高血壓患者吃後血壓會升高；有位產婦曾因過量服用

人參而罹患紅斑狼瘡病；四川曾有位壯碩的年輕人因過食人參而中毒死亡。白木

耳雖屬補腎養顏佳品，但有人吃後會出現噁心嘔吐，有的甚至面部會腫得像個判

官。而恰恰相反的是，藥物的使用還有其特殊性，許多有毒的藥物，卻是治病的

良方。如癌症的化療，雖然其對人體的傷害相當大，但由於病情的需要，不得已

還得用之；中藥砒霜有大毒，有人卻用它治療粒細胞白血病並取得一定的療效；

還有人用蜂毒治療類風濕病，用蛇毒治療中風症；如此等等，難以盡述。上述化

療乃是置藥物的毒性而難顧，後者則為“以毒攻毒”；似此，就難以評估藥物對

於人體的毒性了。綜上所述，不論是西藥、中藥、還是食物，當身體需要時，即

使是毒藥，也可適當使用；當身體不需要，或者身體難以接受時，即使是毫無毒

性或極富營養者，也會因不恰當的使用而中毒，這就是藥物毒性的相對概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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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服用中藥須得有針對性，切忌亂補。 

筆者幾年前曾收治一位廣東男孩，雖然當時剛過二十幾歲，尚未結婚，但由

於常年服食“清補涼”方藥，嚴重損傷其陽氣而導致陽萎。雖然由於誤服中藥而

導致機體受損的例證很多，但筆者仍然認爲，這些不是中藥本身的錯。任何中藥，

都有它特定的使用對象和禁忌，所以我們不斷地反復強調，中藥不是食品。而且

必須懂得，中藥不是西藥，西藥的使用規律不可以指導使用中藥。中藥作用的對

象不是機體的某個局部，而是改變整個機體的不正常狀態，所以，機體對中藥所

致的反應常常會大過西藥；如果用之不當，給機體所造成的傷害則是相當大的。

某些所謂“健康食品”的廣告常常喜歡用“名貴藥材”來招攬客人，殊不知所謂

名貴藥材，是指藥效較強且產量較小者；由於其藥效強烈，如果使用不當，其對

於患者的傷害只會更大，故不可不警惕。 

    如果能夠參照其他行業的做法，規定凡不具備中醫資格者不能隨便使用中藥

處方治病的話，所謂木通中毒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政府法令已經規定，凡具有

較大毒副作用的西藥，必須憑醫生處方才能購買，不允許隨意服用；因而西藥在

臨床使用中，大多數能有效地控制事故的發生。可是，中藥卻沒有處方管理制度。

由於文化認知的差異，美國 FDA並沒真正認識中藥，而只是簡單地將中藥納入

食品類管理。既然是食品，當然可以在市場上隨意購買。然而中藥是藥，是中醫

師臨床治病的藥物，不是食品。中藥有著不同於西藥的特殊使用規則，必須辨清

寒熱虛實而對證施用；隨意使用的結果，必然會出現上述木通中毒之類的醫療事

故。同時，由於認定中藥為食品，FDA會將某些具有毒副作用的中藥列為禁品，

因而影響到中藥的臨床運用，限制並剝奪了廣大患者使用中藥治病的權利。 

總之，木通中毒事件的發生，問題不在木通身上，而在於使用者不懂得中醫

理論、濫用所致。因此，應把中藥和食品分開，建立規範的中醫中藥管理制度；

像西藥一樣，凡具有較大毒副作用的中藥，必須憑中醫師處方方能購買。臨床上，

不懂得中藥的使用規律、不具備中醫師資格者不得使用中藥，如若那位病人使用

中藥出了問題，可以通過查閲處方，追究處方者的法律責任。這樣，既不會侵犯

廣大患者使用中藥的權利，又能夠控制醫療事故的發生。故筆者在此呼籲有關部

門正視這個問題，迅速制定相關法規，規範管理中醫中藥，以利於大衆的身體健

康。同時也希望那些不懂中藥的患者不要隨便使用中藥，以免出現類似上述木通

中毒事件而貽害自己。還得提醒那些不具備中醫藥理論知識的其他醫者，或許您

在自己醫學界中是位佼佼者，但如若您想給患者使用中藥，則敬請事先仔細認真

地研究中醫藥理論。因爲這門粗像的整體醫學，不同於您所掌握的醫學理論，盲

目使用中藥肯定會有“殺人庸醫”之嫌，屆時既傷患者身體，又毀自己清譽，實

在是得不償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