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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全书共 48 章，主要涉及中西药药物作用的基本原理、外周神经系统药理、中枢神经系统药
理、自体活性物质药理、内脏系统药理、内分泌系统药理、抗病原微生物药理、影响免疫功能药
理、抗肿瘤药理、美容药理、延缓衰老药理和抗寄生虫药理十二个部分。

总体以西药药理学撰写为主体框架，导入相关中药并予以阐述。总论部分阐述中西医结
合药理出现的必然趋势以及发展方向。各论部分分章节介绍，用现代药理学理论阐述西药的
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等。用中医理论和现代药理学理论对比阐述中药的药理作用及
作用机制等，寻找中西医药物结合应用的切合点，使读者从中医和西医两方面理解中药的作用
机制，指导中西医结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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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在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一

大优势和特色，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创举。自晚清著名的中西医汇通学家张

锡纯创立石膏阿斯匹林汤;张山雷创外科用的樟丹油膏铅丹( Pb3O4 ) 、氧化锌( ZnO) 、樟脑、冰

片、凡士林开始，中西药联合运用已近百年历史。近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进展的不断深

入，中西药联合运用已广泛得到各医家的认可，其临床效果已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日本近年来汉方医家荻原幸夫用大鼠炎症模型的研究发现，小柴

胡汤与强的松并用，显著减少肾上腺萎缩，抑制合成类固醇剂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等。我国无论

从广大农村还是到发达的城市中西药合用均十分普遍。人们普遍认为，中药药性平和、安全，

与西药合用可以增强疗效，降低毒性; 从患者角度讲，部分患者是因求愈心切，既看中医，又看

西医; 从医师角度看，有的医师纯粹是为求稳，而用药多多益善，中西医双保险。

总之，中西药合用不知不觉地成为很多医师妙手回春的双保险，同时也成为很多患者防病

治病的灵丹妙药。我们要知道，中西药合用一方面增加了疗效，缩短了病程，降低了毒副作用，

使其运用机率越来越高，运用规律和禁忌症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表明中西药合用这一中西医结

合的具体方式，已逐渐为医患所接受;另一方面，盲目运用，双管齐下，不讲禁忌，造成浪费甚至

严重药源性疾病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其主要原因是:

1．缺乏系统的中西医结合药理方面的专业知识，纯粹是凭中药、西药各自说明书简单地将

两种凑合着使用。

2．没有具备指导作用的中西医结合药理专业书籍，使得欲联合使用中西医药的临床医师

无资料可查。

鉴于上述原因，作者经过认真构思，反复查找资料，发现目前尚无此方面的书籍出版而编

著了本书。

全书共 48 章，主要涉及中西药药物作用的基本原理、外周神经系统药理、中枢神经系统药

理、自体活性物质药理、内脏系统药理、内分泌系统药理、抗病原微生物药理、影响免疫功能药

理、抗肿瘤药理、美容药理、延缓衰老药理和抗寄生虫药理十二个部分。

总体以西药药理学撰写为主体框架，导入相关中药并予以阐述。总论部分阐述中西医结

合药理出现的必然趋势以及发展方向。各论部分分章节介绍，用现代药理学理论阐述西药的

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等，用中医理论和现代药理学理论对比阐述中药的药理作用及

作用机制等。寻找中西医药物结合应用的切合点，使读者从中医和西医两方面理解中药的作

用机制，指导中西医结合用药。

本书可作为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师的工具书，还适合于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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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药的西医临床医师，对于中药药理学和西药药理学基础教师、科研工作者也是一本重要

的参考书。

2008 年 6 月 8 日于北京中南海

(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卫生部部长，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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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进展的不断深入，中西药联合运用已得到各医家的认可，其
临床效果已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
一大优势和特色，无论从广大农村还是到发达的城市，中西药合用均较普遍，尤其是许多基层
医院已成临床用药的习惯。临床普遍认为，中药药性平和、安全，与西药合用可以增强疗效，降
低毒性; 从患者角度讲，部分患者是因求愈心切，既看中医，又看西医; 从医师角度看，有的医师
纯粹是为求稳，而用药多多益善，中西药双保险。

总之，中西药合用已不知不觉地成为很多医师妙手回春的秘诀，同时也成为很多患者防病
治病的灵丹妙药。当然，中西药合用一方面增加了疗效，缩短了病程，降低了毒副作用，使其运
用频率越来越高，运用规律和禁忌症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表明中西药合用这一中西医结合的
具体方式，已逐渐为医患所接受;另一方面，盲目运用，双管齐下，不讲禁忌，造成浪费甚至严重
药源性疾病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其原因是:缺乏系统的中西医结合药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单凭
中西药各自说明书简单的拼凑，同时也没有具备指导作用的中西医结合药理专业书籍，使得欲
联合使用中西医药的临床医师无资料可查。

鉴于上述原因，作者经过认真构思，反复查找资料，发现目前尚无此方面的书籍出版而编
著了本书。全书共 48 章，128． 9 万字，主要涉及中西药药物作用的基本原理、外周神经系统药
理、中枢神经系统药理、自体活性物质药理、内脏系统药理、内分泌系统药理、抗病原微生物药
理、影响免疫功能药理、抗肿瘤药理、美容药理、延缓衰老药理和抗寄生虫药理十二个部分。以
西药药理学撰写为主体框架，而导入相关中药并予以阐述，用现代药理学理论阐述西药的药理
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等，同时加用中医理论和现代药理学理论对比阐述相关中药药理作
用及作用机制等，寻找中西医药物结合应用的切合点，使读者从中医和西医两方面理解中药的
作用机制，指导中西医结合用药。

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资料，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新成果，并引用了大量论文材料，在此
向原作者表示谢意。本书涉及面广，没有相近的专业书籍，内容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望广大
读者和同仁批评指正。

特别提示: 本书只能作为参考，应严格按药物使用说明书和医生指导下用药。

黄德斌
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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