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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容中药方剂学》是医疗美容技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随着中医药在美容医疗保健中应用的日益
增加，美容中药方剂学在医疗美容教育中的位置渐趋前移，已成为高职高专医学美容技术专业的重要
课程。
    为适应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教材建设的需要，依据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卫生部规划教
材编写会议精神的要求，以培养医疗美容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为目标，结合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和人
才培养的模式及课程体系改革的需求，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美容中药方剂学》融美容中药与美容方剂知识于一书。
全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美容中药学内容，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系统地介绍了美容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第
五章至第十九章，按美容中药的主要功效类别收载全国各地常用中药325味，其中要求掌握的药物104
味，熟悉的药物93味，了解的药物l28味。
下篇为美容方剂学内容，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系统地介绍了美容方剂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第
五章至第十八章，按美容方剂的主要功效类别收载常用方剂109首，其中要求掌握的方剂39首，熟悉的
方剂34首，了解的方剂36首。
为了便于学生学习、掌握各章节要点，在各章中编写了相应的知识链接等内容，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
趣，强化实际应用，体现了教材的新颖性、实用性。
为了便于学生学习，本教材目录中出现的了解药物和了解方剂，统一在各章末以表格形式进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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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美容中药学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药、中药学及美容中药学的概念　　第二节　中药
与美容中药的起源　　第三节　美容中药学的发展概况　　第四节　美容中药的研究趋向与优势　第
二章　中药的产地、采集与炮制　　第一节　中药的产地　　第二节　中药的采集　　第三节　中药
的炮制　第三章　中药的性能  　第一节　四气  　第二节　五味  　第三节　升降浮沉  　第四节　归
经  　第五节　毒性　第四章　中药的应用  　第一节　配伍  　第二节　用药禁忌  　第三节　用量  　
第四节　用法　第五章　祛风解表药　　第一节　祛风散寒药    　麻黄    　桂枝    　紫苏叶(附：紫苏
梗)    　荆芥    　防风⋯下篇　美容方剂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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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节 用量用量，即药剂的用药量，又称剂量，一般是指单味中药的成人内服一日用量，也有
指在方剂中药物之间的比例分量，即相对剂量。
单味中药的成人每日常用量，参照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大致可归结为：①普通饮片10
～15g；②质轻的饮片及在汤剂中分冲的散粉药物3～10g；③质重的药材15～30g；④新鲜的植物药
材30～60g；⑤剧毒药物，应严格视具体的药物而取量，一般在0.002～0.9g。
一、古今计量单位及换算中药的计量单位，古今有别。
明清以来，普遍采用16位进制，即1斤=16两＝160钱。
现今我国对中药生药计量采用公制，即1kg（公斤）＝1000g。
为了方便处方和配药，特别是古方剂量的换算，通常按规定以近似值进行换算，即1两（16位进制的）
＝30g，1钱＝3g，1分＝0.3g，1厘＝0.03g。
二、确定用量的依据剂量是否得当，是能否确保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1.药物的性质性能应根据药材的质量、质地、药物的气味淡薄及有毒无毒而定。
如质优力强者，花叶质轻者，气味浓厚而作用峻猛者，用量宜小；反之，质次力不足者，金石、贝壳
质重者，鲜品、气味平淡而作用缓和者，用量宜大。
对有毒者更应严格控制剂量。
2.用药方法应根据方药配伍、剂型及使用目的而定。
如单味药应用，在方中作主药应用，药人汤剂时，用量宜大；反之，药人复方，在方中作辅佐药用，
或入丸、散剂时，用量宜小。
再如槟榔用以行气消积用5～15g即可，而用于驱绦虫须用60～120g。
3.患者情况应根据患者体质、年龄、性别、病程、病势及生活习惯与职业情况而定。
如驱邪而体质强壮者，补虚而脾胃强健者，青壮年对药物的耐受力较强者，用量皆宜大；反之，驱邪
而体质虚弱者，补虚而脾胃虚弱者，小儿老人对药物的耐受力较弱，用量皆宜小。
小儿5岁以下用成人量的四分之一，6岁以上为成人量减半使用。
新病、病急重者用量宜大，而久病、病缓者及妇女在月经期用活血化瘀药等用量宜小。
如辛热药疗疾，平时不喜食辛辣热物或常处高温下作业的人用量宜轻，反之则用量宜重。
4.因时、因地制宜即根据地域、季节及气候而增减用量。
如冬季寒冷，南方潮湿，温热性药用量可大；反之，夏季炎热，北方气候干燥，温热性药用量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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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容中药方剂学》：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中医
药高职高专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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