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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食鱼胆曾作为清肝明目、 去火解毒的偏方在民间

广为传用。 笔者在几十年的行医历程中曾救治了多例为

治疗眼疾食用生鱼胆而中毒的病例， 重者险些命丧黄泉。
治病偏方缘何成为致命的毒药， 听我们一一道来。

１　 正确认识鱼胆的功效

《本草纲目》 记载 “鲤鱼胆主治目热赤痛， 点眼

治赤肿翳痛”， 《证治准绳》 也有 “鱼胆治飞血赤脉

作痛及暴赤眼涩” 的描述， 民间流传的鱼胆有清热解

毒、 明目止咳之功效， 可治疗咽喉肿痛、 支气管炎、
“红眼病” 等疾病的偏方应由此而来。

有关鱼胆的药理和毒性的实验研究显示［１］， 鱼胆

对呼吸道常见致病菌并无抑制作用， 只有轻微的祛痰

和镇咳作用， 且治疗量和中毒量相近； 鱼胆汁对气管

无松弛作用， 相反会引起平滑肌收缩， 不适用于治疗

气管炎； 给予豚鼠服用鱼胆后， 短时间内即出现急性

胃炎和肠炎症状， 进而出现肝、 肾细胞及组织的变性

和坏死。 因此， 鱼胆的药用价值值得商榷， 其毒性更

需引起高度警惕。

２　 鱼胆中毒的机制

有关鱼胆中毒的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 一般认

为鱼胆中毒是因为鱼胆汁中含有一种毒性极强的物质

———胆汁毒素［２］。 胆汁毒素为一混合物质， 内含胆

酸、 鲤醇硫酸酯钠、 氢氰酸、 组织胺等多种剧毒物质

和有害化学成分， 其中鲤醇硫酸酯钠是导致脏器功能

衰竭的主要物质， 可使钙内流， 降低细胞内溶酶体膜

的稳定性， 抑制细胞生物酶， 增加氧自由基及减少抗

氧化物质， 造成细胞损伤； 氢氰酸和组织胺可抑制细

胞色素氧化酶， 影响细胞呼吸链， 导致细胞呼吸停

止。 胆汁毒素进入胃肠道后， 首先出现胃肠道中毒症

状； 继而吸收入血液到达肝脏， 引起肝细胞变性、 坏

死； 最后通过肾脏排泄时引起肾小管的急性坏死。 鱼

胆中毒严重的患者还可因脑细胞、 心肌细胞受损及代

谢紊乱， 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３　 鱼胆中毒临床表现

鱼胆中毒的潜伏期 １５ ｍｉｎ ～ １４ ｈ 不等， 一般为 ２
～６ ｈ。 早期会出现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消化系

统症状； 病情严重者在中毒后 １ ～ ２ ｄ 出现肝肾损害，
肝功能损害表现为肝大、 肝区胀痛、 黄疸、 肝功能异

常， 肾功能损害症状包括腰部酸胀疼痛、 蛋白尿、 血

尿、 少尿、 无尿等［３］。 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溶血、 呕

血、 便血、 皮下出血等血液系统和头晕、 头痛、 嗜

睡、 抽搐、 昏迷等神经系统临床表现。

４　 鱼胆中毒的救治

鱼胆中毒无特效解毒剂， 怀疑鱼胆中毒后应立即

就近就医或迅速拨打 “１２０” 急救电话。 接诊鱼胆中

毒患者后首先进行催吐、 洗胃、 导泻； 最大限度减少

毒物的吸收。 对于急危重症患者， 抢救成功的关键在

于正确处理急性肝、 肾衰竭， 平稳度过危险期， 建议

早期采取血液透析治疗， 防治脏器功能衰竭［４］； 口服

或静脉注射葡萄糖、 肝泰乐及大量维生素 Ｃ 等药物保

护肝功能； 同时予护脑、 护心， 维持水、 电解质、 酸

碱平衡， 预防感染， 防治并发症等对症治疗。
在此， 特别提醒大家， 一定不要擅自食用鱼胆及

其他动物的胆囊， 以免发生中毒和感染细菌、 寄生虫

等有害微生物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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