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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血余炭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方法：以“血余炭”“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为关键

词，检索1982年4月-2018年9月在中国知网、 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归纳总结后进行综

述。结果：检索到相关文献102篇，其中有效文献24篇。血余炭的药理作用包括凝血止血、抗菌抗炎、促

进疮面愈合、血管栓塞及促进毛发生长作用，这些作用可能是血余炭通过自身理化性质、降低环磷酸腺

苷含量、抑制细菌生长、降低白细胞介素-6水平、促进疮面表皮细胞及胶原修复、诱发血栓形成、调节

毛囊生长周期等一系列机制而实现。结论：血余炭的药理作用广泛，但其作用机制并未详细阐明，还亟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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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arred human hair. 
Methods: The keywords of "Charred Human Hair", "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were 
used to search and summariz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databases such as CNKI, Wanfang and VIP from April, 1982  
to September, 2018. Results: 102 references were found, and 24 of which were valid. Charred human hair’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clude: blood coagulation hemostasis effects, antibacterial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promoting wound healing, vascular embolization and promoting hair growth. Because of its physical properties, 
these effects may lower ring adenosine phosphate content, inhibit bacterial growth, lower levels of interleukin- 
6, promote restoration of the wound epidermis cells and collagen, induce thrombosis, and adjust the hair follicle 
growth cycle or other mechanism. Conclusion: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 Charred Human Hair is extensive, 
but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in detail. Further research is urgently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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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余炭是用人发经煅制而成的炭化物，为临

床较常用中药，其味苦、涩，性平，归肝、肾、膀

胱经，具有止血、化瘀、生肌、利尿之功效。血余

炭已有两千多年的应用历史，自古以来多用做止血

药，如《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中“发灰…白汤调

服”，治肺痈吐血；《普济方》中“血余烧灰，酒

服”治大便泄血。目前临床中血余炭常配伍其他

药物治疗各种出血证、溃疡、褥疮、带状疱疹及烧

烫伤等。现代研究对血余炭的药理作用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笔者以“血余炭”“药理作用”“作用机

制”为关键词，检索到1982年4月-2018年9月中国

知网、 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中相关文献102篇，其

中有效文献24篇，归纳总结后进行综述，以期为血

余炭的深入研究及开发应用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血余炭化学成分主要包括胱氨酸、水、脂

肪、黑色素、灰分等，灰分中有钠、钾、钙、铁、

铜、锌等至少30多种元素[1]。张彬等[2]通过原子吸

收法及原子荧光法测定了6个药材市场12批次血余

炭中铅、镉、砷、汞、铜5种重金属有害元素的含

量，发现多数超出药典限量要求。刘如良等[3]采用

相同方法对9个地点12批次血余炭中铅、砷、铜3种

元素进行了含量测定，同样发现存在较严重的重金

属超标问题。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控制

血余炭的质量只有“酸不溶性灰分不得超过10％”

这一指标，已经不能达到严格控制血余炭药材质量

的要求，应该引起重视。

2   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
2.1   凝血止血作用

血管受损后血管壁、血小板和血浆凝血因子

三者的相互作用快速止血是机体重要的保护功能。

顾月芳等[4]用血余炭粗结晶通过光学比浊法发现其

对二磷酸腺苷诱导的大鼠血小板聚集有较明显增

强作用，体外血栓形成、血小板黏附两用仪测定

用药前后血小板黏附率发现有增加趋势，白陶土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测定实验发现其能显著地缩短

大鼠、家兔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进一步研

究发现其能明显地降低大鼠血浆及血小板内环磷

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

的含量，推断血余炭止血原理与CAMP含量降低有

关，凝血机理与所含有机物有关，补充了以往文献

仅认为与所含无机成分（钙、铁离子）有关的论

述。颜正华[5]将血余炭分别制备成水提取液和醇提

取液，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均可诱发大白鼠的血小板

聚集并缩短凝血、出血和血浆再钙化时间，具有内

源性系统凝血功能。吕江明等[6]将不同煅制程度的

血余炭制备成水煎液测试小白鼠和家兔的体外凝血

时间，发现血余炭组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止血作用

（P＜0.01）。林晓兰[7]发现除去钙、铁离子的血余

炭煎液失去止血作用或使凝血时间延长，且随着炮

制温度不同作用性质有变化，350℃炮制的血余炭

口服止血作用最佳。马规划[8]认为血余炭主要成分

为胱氨酸及碳素，碳素的吸附功效使血余炭的止血

作用明显增强。中青年的头发所制血余炭止血效果

最佳，男性老年者最差，头发生品水煎液及醇提液

均无止血作用。才尕[9]用血余炭水提液测试对绵羊

血液体外凝血时间的影响，结果该制剂体外凝血时

间较生理盐水缩短了19.6%，具有促凝血作用。周

倩[10]认为钙元素制炭后会产生可溶性钙离子，钙离

子为促凝剂，从而缩短凝血时间起到止血作用。朱

元元等[11]以血余炭为原材料制备了血余炭止血包，

通过对新西兰大白兔体外凝血实验，巴马小型猪肝

脏、脾脏、致命性股动、静脉创伤止血实验，证实

血余炭止血包具有较好的止血作用。推测血余炭止

血是多成分、多环节、多靶点的综合作用，与其所

含大量碳素、鞣质、钙离子及微量元素等成分的增

强或增加紧密相关。

2.2   抗菌抗炎作用 

炎症反应是机体与致炎因子（包括细菌）进

行抗争的反映。血余炭具有抗炎作用，能够减轻各

类炎症损伤。顾月芳等[12]采用鼠耳肿胀法测定小鼠

耳部炎症的肿胀程度，发现血余炭粗晶液与对照组

肿胀率比为22.12%，说明其具有一定的抑制小鼠

耳部炎症的作用。阜元[13]发现血余炭煎剂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伤寒杆菌、甲型副伤寒杆菌及福氏痢

疾杆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章杰兵等[14]采用抑菌环

实验法测定出血余炭纳米纤维膜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的抑菌环平均直径为

400 nm，相比空白组小，证实体外对3种细菌有抑

制作用。同时对兔感染创面模型进行治疗，通过肉

眼和组织病理学观察治疗后的动物模型伤口炎症反

应明显小于空白组，通过组织内细菌计数法发现治

疗后感染伤口的细菌数量比空白组显著减少，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血余炭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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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膜也具有良好的体内抗菌性能。付烊等[15]使用

槐绛方（血余炭、鸡蛋黄、槐花炭）灌肠治愈放射

性肠炎，方剂中血余炭通过抑制大肠杆菌和葡萄球

菌并配合其他成分有效地改善了患者腹痛、便血等

情况，同时降低了肠粘膜白细胞介素-6水平，提

高了治愈率。

2.3   促进疮面愈合作用

临床上经常出现因感染、血运不畅、免疫功

能受损等原因导致伤口经久不愈，血余炭可促进伤

口的愈复，缩短治愈时间，提高生活质量。韩伟锋

等[16]使用血黄生肌散（血余炭10 g，黄柏20 g ，大

黄30 g，珍珠粉10 g）治疗Ⅱ～Ⅲ期褥疮，效果显

著。进一步分析认为血余炭为炭剂，局部应用后

可吸附组织中多余的水分和分泌物，减轻伤口水

肿，另外其含有多种体内必须的微量元素，可促

进伤疮面愈合。沈吴箴[17]采用血余炭加冰片局部外

敷治疗重度褥疮，治疗25天后愈合，表明血余炭具

有止血消瘀功效，对于皮疡不收，研细末撒布，

能止血生肌。张甘霖等[18]采用小鼠皮内注射表柔比

星制备慢性皮肤溃疡动物模型，研究血余蛋黄油

（血余炭、蛋黄）对模型表皮溃疡及疮面氧化应

激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血余蛋黄油能够促进疮

面结痂，缩短溃疡愈合时间，平均愈合时间比对

照组缩短了3.59天，而且能够促进溃疡疮面的表皮

细胞及胶原修复。造模后13天疮面组织氧化应激

损伤明显，经血余蛋黄油治疗后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力提高，脂质过

氧化物（Malondialdehyde，MDA）水平降低，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造模后27天疮面

组织基本愈合，各组SOD活力及MDA水平接近正常

水平。认为作用机制与其能够促进疮面表皮细胞及

胶原修复，降低疮面组织脂质过氧化损伤，提高抗

氧化能力有关。唐武军等[19]采用血余蛋黄油灌肠治

疗慢性放射性直肠炎，总有效率达88.0%，进一步

研究发现血余蛋黄油中含有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

及卵磷脂，对局部组织的营养代谢有促进作用，可

促进溃疡愈合。邱彦[20]等建立家兔背部双侧圆形创

伤模型，给予血余炭纳米纤维膜进行治疗，显著地

促进了皮肤创面愈合。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快速止

血，显著缩短创面愈合时间；促进成纤维细胞增

生、新生血管形成、肉芽组织形成；促进创面中

羟脯氨酸合成的增加，提高愈合质量等多途径实

现的。

2.4   血管栓塞作用

血余炭容易制取，品性温和，不良反应小，

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新型血管栓塞材料。戴洪修

等[21]将血余炭磨制成200～500微米大小的颗粒，以

生理盐水加60％泛影葡胺混合。使用经皮动脉穿刺

置鞘技术（Seldinger穿刺法）穿刺右股动脉，经导

管把血余炭注入到犬的左肾动脉，超选栓塞肾脏部

分末稍血管，经栓塞术后病理观察，发现血余炭能

栓塞末梢小动脉，维持时间可达8周，可使栓塞部

分肾组织缺血性梗死。姚贞久等[22]通过研究血余

炭栓塞犬肾动脉的病理组织学改变，确定血余炭

栓塞的药理过程为血余炭附着血管壁，诱发血栓

形成，血栓机化，血管壁炎性坏死，管腔闭塞，

栓塞组织缺血性梗死，闭塞血管腔少许再通。赵

小华等[23]进一步研究发现，肾末梢动脉被血余炭

阻塞时，局部组织立即缺氧而使其所属微血管通

透性增高，病灶边缘侧支血管内的血液便溢出血

管外，出血的红细胞崩解后，血红蛋白被巨噬细

胞吞噬后转变为含铁血黄素，被组织液吸收，使

梗死灶呈灰白色；梗死灶形成伴随周围血管扩张

充血，并有白细胞和巨噬细胞渗出，形成肉芽组

织，肉芽组织从梗死灶周围长入病灶内，小的病

灶被肉芽组织取代变为瘢痕；大的梗死灶不能完

全被机化时，会被肉芽组织和瘢痕组织包裹，肉

芽组织内新生内皮细胞可被覆于血栓干涸产生的

裂隙内，形成迷路状、互有沟通的管道，使血管

腔得以部分地沟通。

2.5   促进毛发生长作用

有学者提出止血治脱发的理论即止血法对脱

发的治疗有促进作用。曹可心等[24]研究血余蛋黄油

对脱发模型小鼠毛发生长的影响，经治疗后与模型

组比较，小鼠毛发生长速度加快，皮肤变黑时间缩

短，皮肤真皮层厚度增加，毛囊数目增多，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表达含量显著增多，推测血余蛋黄油促进

小鼠毛发生长的机制与促进VEGF表达、调节毛囊

生长周期相关。

3   结语
综上所述，血余炭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及作用

机制，如通过自身理化性质、降低环磷酸腺苷含量

达到凝血止血作用；通过抑制细菌生长、降低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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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介素-6水平达到抗菌抗炎作用；通过促进疮面

表皮细胞及胶原修复、降低疮面组织脂质过氧化损

伤及促进创面中羟脯氨酸合成达到促进疮面愈合作

用；通过诱发血栓形成达到血管栓塞作用；通过促

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调节毛囊生长周期达到

促进毛发生长作用等。从上述进展来看，血余炭的

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各作用的相关信号通路的分

子机制并没有阐明，因此，还需利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质谱分析法、核磁共振波谱法等现代仪器结合

分子生物学方法来研究血余炭的单体活性成分，并

深入探索作用机制，为开发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此

外，血余炭制剂主要以医院制剂的形式用于临床，

加大血余炭各种新剂型的开发力度，满足临床多样

化的需求亦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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