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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祖国医药学源远流长，是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理论核心的独特医学科学体系。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中药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
中药的配伍与禁忌是提高临床疗效，保证中药用药安全的重要环节。
在这方面，这里有几点认识应该加以强调。
　　首先，要正确认识中药的毒性问题。
在西方医学中，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瑞士医生帕拉赛尔修斯（Paracelsus，1493－1541）明确提出所有物
质都是有毒的，药物与毒物的区别在于剂量的不同。
他因此而被誉为西方“毒理学之父”。
我国在5000多年前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
古代人民对药物毒性的认识历史十分悠久，认为药物的毒性是普遍存在的。
成书不晚于战国末年的《神农本草经》，将药物的毒性作为药物分类的主要依据：无毒为上品，有毒
为中品，多毒为下品。
而“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则是几千年来家喻户晓的共识。
传统中药理论中的“七情”“十八反”“十九畏”，以及药材炮制等，无不与中药的毒性和安全应用
密切相关。
所有这些认识，比起帕拉赛尔修斯的毒理学说要早几千年。
其次，中药的安全性，不仅在于其毒性低，还在于中药强调“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
实践证明，中医关于中药配伍应用与禁忌的理论是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的。
第三，基于“药食同源”理论的食物宜忌学说，为中药安全应用和疗效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由于中药学理论中有关中药配伍应用与禁忌方面的理论并不十分系统，有关论述大多散于各种文
献。
一般临床人员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并非易事。
随着中药及其制剂的日益普及，广大患者群众迫切需要了解有关中药配伍与禁忌方面的知识。
有鉴于此，为了让临床医生和广大患者群众了解有关中药配伍应用与禁忌方面的知识，确保临床用药
安全，提高中药的临床疗效，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
　　本书选取常用中药260余种，分别介绍它们的合理应用与配伍禁忌。
全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个部分。
总论部分概述了药食源流、药食性能概说、影响中药临床效应的因素、中药与食物的相互作用、禁忌
概说等内容。
各论部分别按解表、清热、泻下、利水渗湿、芳香化湿、祛风湿、理气、理血、化痰止咳平喘、温里
、开窍、平肝息风、安神、补益、消食、收敛固涩等16个大类，分述各味中药的来源、性味归经、功
用、药理作用、用药禁忌、配伍禁忌、炮制用法用量、饮食禁忌，并列专章介绍了老年人、婴幼儿、
妊娠期妇女的用药与配伍禁忌。
同时，力求内容简洁，通俗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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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16大类260余种中药合理应用与配伍禁忌。
在总论中概述了药食源流、药食性能、影响中药临床效应的因素、中药与食物的相互作用、禁忌概说
。
分别按解表药、清热药、泻下药、利水渗湿药、芳香化湿药、祛风湿药、理气药、理血药、化痰止咳
平喘药、温里药、开窍药、平肝息风药、安神药、补益药、消食药、收敛固涩药等类型详细阐述了各
药的来源、性味功用、药理作用、用药禁忌、配伍禁忌、炮制、用法用量、饮食禁忌，并补充介绍了
老年人、婴幼儿、妊娠期妇女用药与配伍禁忌。
全书内容简洁，实用性强。
适合各级医务人员参考阅读，也可指导患者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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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总论　　第1章　药食源流　　第一节　中药学源流　　中药，在我国古代只称“药”，
《说文解字》释为“治病草”。
在西医西药传人我国后，为区别起见，出现了“中药”一名。
　　中药种类繁多，可分为植物、动物和矿物三类。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中药资源十分丰富。
据清代以前典籍所载，已逾3000种，经目前调查整理，则达12800种之多。
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一直是中医药学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几千年来，以之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药的使用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
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
中药学方面的典籍和文献资料十分丰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
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
在原始社会的初期，先人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
些有毒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
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原来的呕吐得
到缓解。
通过无数次观察和实际体验，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
有毒性作用，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以趋利避害，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
后来，人们狩猎和捕鱼时，逐渐发现一些动物成分的治疗作用。
《淮南子·修务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
七十毒”的记述，客观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渔猎时代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
经验的艰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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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
逐步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
在原始社会的初期，先人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
些有毒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
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原来的呕吐得到
缓解。
通过无数次观察和实际体验，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
有毒副作用，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以趋利避害，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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