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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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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 21 章，第 1 章简述了中药学发展简史及中药

的采制、性能、用法、禁忌;第 2 ～ 21 章按常规的中药性能

分类法，介绍了 20 类 400 余味中药的传统功效、应用、性

味、归经，以及现代药理研究、临床应用与合理用药等。

本书旨在指导临床医师在掌握传统中药性能的基础上，

学习和熟悉中药的现代药理知识，以减少中药应用时的

盲目性，切实做到合理使用中药，避免其毒副反应。为了

使读者能较快地记住繁多的药名及传统功效、应用，作者

采用谐音趣味助记和七言歌诀的编写方式。内容中西汇

通，提纲挈领，科学实用，可供中医院校学生和广大临床

中医师阅读参考。

责任编辑 杨德胜 杨 莹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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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医家张锡纯传世孤本《医学衷中参西录》从理论到临床，
从辨证到用药，均从“汇通”观点出发，作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临
床用药汇通中西，颇有创见。现代国家级名老中医、广州中医药大
学终身教授邓铁涛先生 2004 年 8 月曾撰文指出:要在中医理论思
想指导下，吸收西医及现代科学所有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为我所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受张氏启发和邓老的教诲，更源于自己对
中医药事业的观察与思考，笔者历时四载，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
《中西汇通中药手册》一书的编写工作。

本书收录了常用中药 400 味。为了方便读者记忆，《手册》采
用趣味记忆法和七言歌诀的编排方式，归纳了各类中药的药名及
功效、应用，其后还介绍了每一味中药的性味、归经，重点阐述了
“现代药理”、“临床应用”及“合理用药”。其内容提纲挈领，主要
来源于编者的临床工作经验和学习体会，同时参考了《健康报》、
《中国中医药报》、中医药在线、中国中医药信息网、中国医药网等
十多家国家级权威、知名卫生专业媒体上发布的近五年来我国及
日本、美国等国家在中药运用和研究上的成果。

中医药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临
床实践的需要。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中药药理研究已步入微观
时代，作为现代中医师，不但要掌握传统的中药药性，还要充分认
识、掌握现代药理，使中药的运用更加科学、更加准确而规范。

在医疗工作中，应该十分注重合理用药、安全用药。可是，许
多患者，甚至一些医务人员总还是错误地认为“中药安全、无毒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作用，服用中药要比服用西药安全得多，所谓合理用药、安全用药
只是对西药而言”。殊不知在临床上，因使用中药引起的医疗事
故屡见不鲜。如曾经一位跌伤的老年患者因服用某中医院的中药
后引起胃部大出血，抢救无效而死亡。这个典型事例就是不重视
中药的毒副作用所导致的严重恶果。

目前，不合理用药已成为威胁患者健康的主要杀手:世界卫生
组织调查指出，全球患者有 1 /3 死于不合理用药。全军合理用药
信息咨询中心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专家
组组长唐镜波教授说:我国不合理用药情况相当严重，不合理用药
占用药者的 12% ～ 32%。如果按照美国报道的药物不良反应致
死率占社会人口 1 / 2 200的比例计算，我国每年药物反应致死人
数可达 50 余万人。中药的不合理用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是不讲辨证，用中药抗菌消炎却不辨病性寒热虚实;二是不熟悉药
理，以寒药治疗实寒证，用补药治疗实证;三是不正确的中、西药联
合使用，如金银花与磺胺类药物同用，可加重磺胺药的肾毒性，引
起结晶尿或血尿。还有长期或大剂量服用中药引起中毒等等，都
是不熟悉药理带来的危害。因此，对于中药的合理用药、安全用药
问题，应当刻不容缓地引起每一个临床中医师的重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中西结合硕
士研究生刘石梅、广东省新丰县中医院内科医生方奇、湖南长沙老
年病医院内科医生李文开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中南大学湘雅
附属第二医院朱伟光教授、何明大教授、苏南湘副教授、中西医结
合临床博士王哲、主治医生张四方等，为本书的编著提出了很多宝
贵的意见，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而中药的临床运用和研究也在不断地前
进之中，书中如有错漏之处，恳望读者朋友不吝指教。

编 者
2005 年元月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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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药学历史与中药采制

1. 历史沿革

神农日遇七十毒，百药之长酒赞誉;
西汉药学出专著，《神农本草》现最古。
药学理论奠基础，三品分类三六五;
弘景《本草集经注》，综合本草迈初步。
刘宋雷敩《炮炙论》，我国炮制首专著;
《新修本草》在唐朝，官修本草第一部。
《本草拾遗》陈藏器，药功十类发端处;
北宋设立国药局，实乃药史一创举。
《本草纲目》时珍著，地方本草《滇南》属;
《纲目拾遗》赵学敏，《本草求真》黄宫绣。

2. 产地与采集

( 1) 产地:
道地药材最有效，河南地黄鲁阿胶。
江苏薄荷粤砂仁，东北参辛五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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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采集:
花前开花采全草，叶类采收花正茂。
菊花旋覆花开采，金银槐夷当含苞。
蒌杞兜铃果成熟，乌梅青皮果生好。
清明夏至剥树皮，根皮秋后要枯苗。
鹿茸截取清明后，三月中旬收桑蛸。

3. 炮制

( 1) 目的:
炮制古又称修治，炮炙同义亦修事。
古往今来均循此，五大目的来明细。
增强作用和疗效，确保安全毒性低。
异性改效合病情，改变性状易存制。
用量准确矫臭味，纯净药材保品质。

( 2) 方法:
炮制方法有五类，修治纯净切粉碎。
水制洗淋泡润漂，矿物贝类宜水飞。
炒炙煅煨属火制，微火加热叫烘焙。
水火共制煮蒸淖，鳖甲常用醋来淬。
还有制霜和发酵，发芽皆为特殊类。

二、中药性能与用法

1. 性能

四气五味和归经，升降沉浮与毒性。
上述五点皆性能，下列诸条明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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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四气:
寒热温凉为四气，临床应用因时宜。
解除热证药寒凉，黄芩咽痛口渴医。
消散寒证性温热，附子厥冷脉无力。

( 2) 五味:
辛味活血又行气，主治表证发散力。
甘能补益兼缓急，调和药性最适宜。
苦泄又分清通降，坚阴补虚又燥湿。
酸涩收敛又固涩，咸泻软坚治瘰疬。
淡渗利水有良效，五味相配百病医。

( 3) 升降沉浮:
升降沉浮倾向性，升浮属阳降沉阴。
升阳发表祛风寒，涌吐开窍外上行。
病变在上宜升浮，麻黄桂枝解表应。
病势陷下升为对，久泻脱肛人参寻。
泻下清热利水湿，安神潜阳消积滞。
降逆止呕固涩功，止咳平喘沉降因。
在下在里沉降药，里实便秘大黄引。
病势逆上法当降，阳亢头痛石决明。

( 4) 归经:
药物归经有深意，功效定位经络依。
麝香朱砂入心经，临床效治神志异。
桔梗杏仁归于肺，胸闷咳喘服之益。
药物归经要牢记，疗效确切出大力。

( 5) 毒性:
药物损害为毒性，危害较大夺人命。
个别药物毒攻毒，恶疮疥癣癌当行。
临证用药保安全，用与不用要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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