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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花解酲汤的现代相关研究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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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酒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酗酒和酒精中毒者也随之增多，成为危害身体健康的一大因素。葛花解酲

汤作为千古解酒名方之一，受到众多相关人士的重视，被加以广泛研究运用。本文探讨了葛花解酲汤目前的研究与应用现状，为今

后的相关实验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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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n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life． There has been a rise in excessive drinking and alcoholism，which is bad for
health． Pueraria Flower Liquor-Resolving Decoction，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rescriptions of alleviating Hangover，i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and widely studied by related peopl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we discuss the current experiment and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Pueraria Flower Liquor-Resolving Decoction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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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据史学家考证，我国的

酒有数千年历史。古代文人对酒褒赞不绝，“何以解

忧，唯有杜康”;“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等作为千

古名句流传至今，形成了独具一格、丰富多彩的酒文

化。酒有良好的药用价值，其性温热，味甘、辛、苦，归

心、肝、肺、胃经，具有温通经脉、舒筋散寒止痛、引行药

势等功效
［1］。《养生集要》中载:“节其分剂而饮之，宜

和百脉，消邪却冷也。”晋·陶弘景《名医别录》中说:

“大寒凝梅，惟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药家多须

以行其势。”《本草纲目》云:“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

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酒还可

作为 有 机 溶 剂 溶 解 非 水 溶 性 物 质，常 用 来 浸 泡 中

药
［1］。适量饮酒有益身体健康，过度饮酒危害身体健

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酒被用于各种社交场合，不

可避免地带来的一些危害，过度饮酒已成为危害身体

健康的重要因素，所谓“小饮怡情，大饮伤身。”“酒者，

能益人，亦能损人。”“过饮不节，杀人顷刻。”《素问·风

论》:“饮酒中风，则为漏风。”不健康的饮酒行为严重

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因此，解酒制品，

包括药物和食品等，一直为研究人员研究的对象。其

中，葛花解酲汤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解酒良方之一，受到

历代医家的重视，也是现代常用的解酒、治疗酒精性肝

病的有效方药
［2］。

葛花解酲汤，有时又被称为“葛花解酒汤”、“解酲

汤”，出自《脾胃论》，是李东垣治疗“饮酒过伤”之剂。
葛花解酲汤，“酲”chéng 音呈，指酒醒后困惫如病的状

态，现代医家多习用之。本方由葛花、茯苓、青皮、木

香、陈皮、人参、猪苓、炒神曲、泽泻、干姜、白术、豆蔻、
砂仁共 13 味中药组成，专为酒病而设。其中葛花为君

药，是传统医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酒专药
［2］，也是此

方中唯一的解酒药，性味甘寒芳香，醒脾和胃，能使酒

湿从表而解，臣以神曲消酒食陈腐之积，豆蔻仁、砂仁

理气开胃醒脾，二苓、泽泻引酒湿从小便而出，人参、白
术补中健脾，干姜温运化湿，木香、陈皮、青皮理气疏

滞
［3］。本方药味虽多，但并非单纯运用解酒药物解

酒，而是通过配伍，综合运用行气、利水、补虚、和胃、醒
脾等方法

［1］，发汗与利水并行，分消酒湿，达到“外解

肌肉，内清阳明，令上下内外，分消其患，使胃中秽

为芳变，浊为清化，泰然和矣”。
1 古代文献中有关葛花解酲汤的记载

葛花解酲汤作为解酒名方之一，自古以来对其论

述颇多，金·李杲《脾胃论》载“葛花解酲汤”:“莲花青

皮，三分，木香五分，橘皮去白、人参去芦、猪苓去黑皮、
白茯苓已上各一钱五分，神曲炒黄色、泽泻、干生姜、白
术已上各二钱，白豆蔻仁、葛花、砂仁已上各五钱，上为

极细末，秤，和匀，每服三钱匕，白汤调下，但得微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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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去矣。”“治饮酒太过，呕吐痰逆，心神烦乱，胸隔痞

塞，手足战摇，饮食减少，小便不利。”《内外伤辨惑论》
卷下:“不然则虚损之病成矣，《金匮要略》云:酒疸下

之，久久为黑疸，慎不可犯此戒，不若令上下分消其湿，

葛花解酲汤主之。”明·万全《万氏养生四要·卷之一·
寡欲第一》中用“葛花解酲汤”:“葛花、白豆蔻、砂仁各

五钱，木香五分，青皮三钱，陈皮、人参、白茯苓、猪苓各

一钱半，白术、神曲、泽泻、干生姜各二钱，上下分消以

去酒客之湿。”《景岳全书》中载:“一以酒湿伤脾，致生

痰逆呕吐，胸膈痞塞，饮食减少者，宜葛花解酲汤……
主之。”吴昆·《医方考》卷 4 中记“葛花解酲汤”:“酒食

内伤者，此方主之。”“葛花之寒，能解中酒之毒;茯苓、
泽泻之淡，能利中酒之湿;砂仁、豆蔻、木香、青皮、陈皮

之辛，能行酒食之滞;生姜所以开胃止呕，神曲所以消

磨炙腻;而人参、白术之甘，所以益被伤之胃尔。”另

《严氏济生方》、《普济方》卷一七二引《德生堂方》均

载有葛花解酲汤方。
2 葛花解酲汤的相关实验研究

2. 1 葛花解酲汤抗乙醇中毒作用研究 现代实验研

究表明，葛花解酲汤具有醒酒防醉，降低血中乙醇含量

的作用
［4］。酒的主要化学成分为乙醇，俗称酒精。乙

醇进入人体后通过胃肠道吸收，仅有 2% ～ 10% 由呼

吸道、尿液和汗腺以原形排除，其余 90% 在肝脏内氧

化
［5］。肝脏作为体内乙醇代谢的最主要器官，是酒精

损伤的主要脏器。肝脏存在着氧化乙醇的不同酶系，

氧化途径主要有三:乙醇脱氢酶(ADH) 途径、过氧化

氢酶(CAT) 途径和微粒体氧化酶系(MEOS) 途径，通

过这三种酶解途径代谢后乙醇被氧化分解为乙醛
［6］。

研究证实，乙醇和乙醛对肝脏有直接毒性作用，且后者

对肝脏毒性更强。乙醇的肝毒性是由于乙醇脱氢酶介

导过度产生还原型腺嘌呤二核苷酸及有高度毒性的乙

醛的结果
［5］。葛花，是葛花解酲汤的主要解酒成分，

能够在乙醇的肠胃吸收及代谢两个环节发挥作用，其

水提取物通过激活 ADH 活性来降低乙醇的浓度。徐

燕琴等
［7］

观察到鲜葛花汁通过提高 ADH 活性，加强

乙醇在胃肠道的首过消除效应，降低血中的乙醇浓度，

激活微粒体乙醇氧化系统(MEOS)，加速乙醇及其代

谢产物的消除速率，从而达到解酒的目的。伍嘉宁

等
［8］

通过实验研究认为葛花解酲汤能提高乙醇脱氢

酶(ADH)的活性，增加肝脏对乙醇的生物转化功能，

并能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害，有利于降低血液乙醇含

量，减少乙醇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具有明显的抗乙

醇中毒功能。
2. 2 葛花解酲汤清除自由基作用研究 过量的酒精

摄入对器官的损伤不仅是酒精本身及其代谢产物乙

醛，还有酒精代谢的效应
［5］。氧化应激和膜磷脂过氧

化作用对酒精导致肝损伤起到重要作用，乙醇代谢使

肝细胞氧 化 还 原 反 应 增 高，自 由 基 产 生 也 增 多，如

O －
2 、OH

－、H2O2 等，这些自由基可导致肝细胞膜脂质

过氧化，引起肝损伤。这些自由基还可影响 DNA 和蛋

白质的结构和功能。正常肝内存在具有保护性抗氧化

反应物质，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可有效清除自由

基，保护肝细胞。长期饮酒导致体内促氧化物质明显

增多和抗氧化物质减少，促发氧化应激，最终损伤肝细

胞
［6］。葛花解酲汤能清除过多的自由基，阻断自由基

介导的脂质过氧化反应，保护肝细胞。有实验表明，葛

花提取物具有保护肝脏的作用，可显著升高大鼠体内

SOD 活性
［9］。翁卫东

［10］
以各组大鼠肝脏病理变化，血

清生化指标、游离脂肪酸(FFA) 及血浆和肝匀浆中丙

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GSH-PX) 水平为观察指标，观察葛花解酲汤

对酒精性脂肪肝(AFL)的防治作用。结果发现葛花解

酲汤组与模型组比较，TG、FFA、MDA 明显下降(P ＜
0. 01)，而 SOD、GSH-PX 明显升高(P ＜ 0. 01);病理结

果显示模型组肝细胞出现不同程度的脂肪变性和点、
灶状坏死;葛花解酲汤大剂量组脂肪变性和炎症程度

较模型组明显减轻。表明葛花解酲汤能清除过多的自

由基，阻断氧自由基介导的脂质过氧化反应，阻止脂质

过氧化物的产生、肝细胞的脂肪变性和肝脏损伤，促进

肝内脂质代谢，对 AFL 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2. 3 葛花解酲汤及其加减应用抑制血清 ALT 作用

谷丙转氨酶(ALT) 主要存在于肝细胞浆内，当肝细胞

损伤时，细胞内转氨酶可进入血中，引起血 ALT 升高，

因此肝组织内 ALT 活性的下降及血 ALT 的升高是反

映肝功能受损的特异性指标
［11］。葛花解酲汤可降低

酒精所致小鼠 ALT 升高，减轻肝脏损害，有明确的保

肝作用
［2］。罗眈等

［12］
将 60 只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

模型组、葛花解酲汤组、加减葛花解酲汤高剂量组、加
减葛花解酲汤低剂量组，采用白酒灌胃的方法建立慢

性酒精性肝损伤动物模型，各给药组按照一定剂量灌

胃，以检测各组大鼠血清 ALT 等含量为指标，观察了

加减葛花解酲汤、葛花解酲汤对大鼠酒精性肝损伤的

防治作用。发现模型大鼠血清 ALT 含量较正常组显

著增高(P ＜ 0. 01)，给药各组血清中 ALT 含量均明显

低于模型组(P ＜ 0. 05)。表明葛花解酲汤、加减葛花

解酲汤均可降低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大鼠血 ALT 指标，

具有良好的保护肝细胞作用。杨牧祥等
［13］

通过葛花

解酲汤预防给药 6 周，同样观察到血清及肝组织 ALT
低于模型组，显示了葛花解酲汤能够保护肝细胞，抑制

肝组织内 ALT 的升高，又能稳定肝细胞膜，抑制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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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入血。王东坡
［14］、杨柱

［15］、田维毅等
［16］

均通过

实验发现葛花解酲汤可使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 水平

明显降低。
2. 4 葛花解酲汤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细胞凋

亡的影响 凋亡是指细胞在生理或病理信号刺激下启

动自身凋亡基因发生的主动自杀行为，细胞凋亡是普

遍存在的一种生物现象。有研究表明酒精是肝细胞的

一种凋亡诱导剂。Bcl-2 和 Bax 基因是主要的调控基

因，Bcl-2 抑制细胞凋亡，Bax 促发细胞凋亡
［17］。俞琦

等
［18］

人观察了葛花解酲汤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

肝细胞凋亡的影响，并得出葛花解酲汤能减轻肝细胞

的变性、坏死，减少细胞凋亡的结论。实验通过检测肝

组织病理学改变、肝细胞凋亡指数、Bcl-2、Bax 蛋白的

表达，发现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小鼠肝组织

脂肪变性、肝细胞凋亡指数 Bax 阳性表达明显升高(P
＜ 0. 01)，肝细胞 Bcl-2 阳性表达明显降低 (P ＜ 0.
01)。与模型对照组相比，葛花解酲汤一定剂量下能

显著减少小鼠肝组织脂肪变性、肝细胞凋亡指数 Bax
阳性表达(P ＜ 0. 01)，肝细胞 Bcl-2 阳性表达明显降

低(P ＜ 0. 01)。
2. 5 其他相关研究 葛花解酲汤对于长期饮酒引起

的肝损伤有防护作用，张启华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该解

酒汤对 CCl4 引起的实验性肝损伤也具有明显的防护

作用。CCl4 是一种趋肝毒物，能引起肝脏损伤，肝纤

维化和肝脏肿瘤。将加味葛花解酲汤按 20 ml /kg 体

重(相当于生药量 40 g /kg) 灌胃给药 14 天，能明显降

低 CCl4 所致小鼠 SG-PT 升高，抑制肝细胞脂质过氧化

物丙二醛(MDA) 生成，提高 CCl4 所致肝糖元降低，减

轻肝脏病理改变
［19］。

3 葛花解酲汤及其加减的临床运用

3. 1 急性酒精中毒 急性酒精中毒，俗称醉酒，是急

诊科常见疾病之一，常因一次饮酒过量导致血中乙醇

浓度过高所致。临床主要表现神志异常，恶心、呕吐、
上消化道出血等消化系统症状。在治疗方面，西医主

要采用纳洛酮
［20］。对急性酒精中毒，中医认为，酒乃

湿热之物，《本草纲目》云:“酒，辛、甘，大热，有大毒。”
多饮则伤 及 脾 胃 肝 胆，出 现 临 床 诸 症。《诸 病 源 候

论》:“酒精有毒，而复大热，饮之过多，故毒热气渗透

经络，浸溢脏腑，而生诸病也。”《养生集要》云:“若升

量转久，饮之失度，体气使弱，精神侵昏，宜慎。”《本草

纲目》言:“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
《罗氏会约医镜》亦言:“酒者……过饮则伤神耗血，损

胃烁金，发怒纵欲，生湿热痰嗽，且成痰膈，助火乱性，

诸病萌焉。”葛花解酲汤作为传统的解酒名方，可降低血

中乙醇浓度，减轻肝脏损害，被用于急性酒精中毒的治

疗，常收效明显。陈萍
［21］、王春华等

［22］
运用此方联合纳

洛酮，较单独运用纳洛酮治疗急性酒精中毒患者，疗效

提高明显。赵健
［23］

用葛花解酲汤加减治疗饮酒后综合

征，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在所治 38 例病例中，服

药 5 天临床症状全部消失者有 28 例，占 73. 6% ;服药 5
天临床症状明显减轻者有 10 例，占 26. 4%。
3. 2 酒精性肝病 近年来，我国酒精性肝病的发病率

逐年增加。酒精性肝病多为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中毒

性肝损伤
［24］，本病可表现为脂肪肝，随之转为酒精性

肝炎、酒精性肝纤维化、酒精性肝硬化，甚至引起肝功

能衰竭
［25］，是一种进行发展且后期会严重危及健康的

疾病，且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中医学认为酒精

性肝病，多由酒毒蕴积，湿热熏蒸肝胆所致，《诸病源

候论》载:“酒者，水谷之精也。其气悍而有大毒，入于

胃……”。酒精性肝病属中医酒疸、积聚、胁痛、臌胀

等范畴。葛花解酲汤作为解酒、护肝的有效方剂，具有

保护肝细胞功能、抗肝纤维化和减轻肝脏细胞脂肪变

性的作用，对酒精性肝病有良好的疗效。常俊华
［24］、

李军
［25］、毛 祖 冠

［26］、安 国 辉
［27］、张 素 义

［28］、翁 卫 东

等
［29］

将该方应用于酒依赖肝病患者，发现在肝损害症

状、肝功能、肝纤维化指标和 CT 肝 /脾比值等方面均

有明显改善，疗效显著。
3. 3 其它临床应用 葛花解酲汤除了应用于急性酒

精中毒、酒精性肝病，还可用于因大量饮酒而引起的多

种杂证
［30］

及其它湿热为患之证
［31］。丁瑛

［32］
以葛花

解酲汤为基础方，随症加减治疗酒精所致幻觉，杨春

容
［33］

用葛花解酲汤加减治疗酒精所致谵妄状态，均有

良好疗效。除此之外，葛花解酲汤还被用于瘾疹、遗

精、涎唾、头风
［30］、胃脘痛、腹泻、眩晕

［31］、胃及十二指

肠球部溃疡出血
［34］、胁痛

［35］、水肿
［36］、酒精中毒所致

阳痿
［37］

等，均取得良好疗效。
4 葛花解酲汤的最优提取工艺

兰州大学药学院在 2009 年采用正交实验设计法

优选葛花解酲汤的提取工艺。葛花解酲汤由含挥发油

的白豆蔻和不含挥发油的葛花等 13 种药材组成，因此

先对含挥发油中药进行挥发油提取工艺，以挥发油得

率为指标，筛选含挥发油药材。而后将提取挥发油之

后的药渣，以出膏率、总黄酮含量为指标，优选不含挥

发油药材。最终经过实验确定，含挥发油药材的最佳

提取工艺为粉碎为颗粒状，加 6 倍量水，蒸馏提取 6h;

不含挥发油药材的最佳提取工艺为每次加 6 倍量水，

提取 3 次，每次 1h。该制备工艺科学合理，质量稳定，

为葛花解酲汤的最佳工艺。［38］

5 讨论

葛花解酲汤是温脾胃、消酒积、利湿清热的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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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疗酒积之症而设。本文对葛花解酲汤的相关文献

进行综合论述，发现在临床方面，葛花解酲汤主要应用

于过度饮酒导致的急性酒精中毒或酒精性肝病，在其

他湿热为患之证方面应用案例不够广泛，数量较少。
在实验研究方面，主要从分子水平研究了其解酒、护

肝、防治酒精性肝损伤机制。葛花解酲汤一方面通过

激活 ADH 活性，加强肝脏对乙醇的生物转化，从而降

低血中乙醇含量，减轻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对肝脏

的损害;另一方面可显著提高大鼠体内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活性，有效清除因过度饮酒所致的自由基增

多，从而阻断自由基介导的肝细胞膜脂质过氧化反应，

保护肝细胞。葛花解酲汤还能稳定肝细胞膜，抑制肝

组织内 ALT 的升高，阻止 ALT 释放入血，减少血中

ALT 含量。在基因层面，对葛花解酲汤的研究，主要是

其能够增加肝细胞 Bcl-2 蛋白表达，减少 Bax 蛋白表

达，从而减少肝细胞凋亡。总体来说，目前对葛花解酲

汤的实验研究大多着眼于分子水平，在基因层面的研

究较少。且对其护肝机制研究尚不完善，有无其他机

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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