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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药学是医药院校的必修课程，对于学生认识或掌握我国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知识具有重要
意义。
　　本教材按照《中药学教学大纲》的要求组织编写，全书包括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分四章，介绍中药学历史和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各论按药物功效分为二十章，收载常用中药380
味，重点介绍188味最常用中药的性能、配伍、功效和应用，又列表简介192味较常用中药；附录中药
功效术语简释和选方等。
内容丰富、层次分明、深入浅出。
为便于函授和自学，每章首尾列出“学习要求”和“复习思考题”，书末附以“教学日历’’供参考
。
本书适合各类医药专业中药学课程的教学或自学选用，也可用于药学或医学从业人员专业学习或工作
之参考。
　　本书由中国药科大学中医药学教研室组织编写，编委成员均为从事中医药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
的教师。
初稿于2003年完成，经过5年教学使用，获得好评。
现根据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和反映进行修订，参照新版《药典》和其他资料，吸收近年来医药事业发展
的新成就，增添了部分内容，使之更能适应中药学课程教学的要求。
　　在本书编写、修订过程中，承南京中医药大学胡烈教授审阅指教，并得到中药学研究生姜洁、来
庆勤、李聪、李娜、柳燕、彭蕴茹、沈鸿、王红平、韦佳、张建伟、周小龙等同志协助文字工作，谨
此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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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教材：中药学》总论部分共四章，介绍中药学的历史和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
各论部分按药物功效分为二十章，共收载常用中药380味，重点介绍了188味最常用中药的性能、配伍
、功效和应用，另列表简介192味较常用中药。
附录中药功效术语简释、选方简介和药名索引。
《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教材：中药学》内容丰富，层次分明，深入浅出，便于自学，适合于各类医
药专业中药学课程的函授教学或自学选用，并可用作药学或医学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考试复习应试之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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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附录三 选方简介附录四 药品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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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毒性　　毒性是指药物对机体的伤害性能。
一旦毒性对机体造成了伤害，这种现象称为毒性反应，简称中毒。
药物的毒性对人体危害性较大，甚至可危及生命。
为了确保用药安全，对中药的毒性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并了解毒性反应产生的原因及中毒的解救方法
和预防措施。
　　前人对中药的毒性有一个认识过程。
西汉以前，药与毒不分，将一切药物统称为“毒药”，例如，《周礼？
天官》云：“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
”《素问？
脏气法时论》中有：“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这一认识观既反应了当时药食分离在认
识上的进步，也反映当时人们对药物的治疗作用和毒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把握。
东汉时期，《本经》依据药物偏性的强弱，将药物区分为“有毒”、“无毒”。
大凡药性刚强、作用峻急者谓有毒；药性柔弱、作用缓和者谓无毒。
东汉以后，随着医药实践的进步和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有些药物虽然可以治病，但也可能伤害机体，
出现诸如“令人吐”、“令人狂乱”、“烂人肠”、“暝眩”，甚至“杀人”等为害作用。
故东汉以后历代本草著作中，对有毒药物都标记“有毒”字样，并记载其毒性表现。
　　药物毒性有大小强弱之分，古代本草著作中，多分为大毒、有毒和小毒三级。
迄今中国药典对毒药分级，大多仍沿袭历代用药经验，分为三级，但尚缺乏客观实验的依据，大毒、
有毒、小毒之间的界定有些不是十分明确。
一般而言，药物毒性的大小强弱取决于药物有效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之比，比值越大，安全阈越小，
毒性越大；反之，比值越小，安全阈越大，毒性越小。
　　药物普遍具备药性和毒性两种性能，。
因此，药物对人体的作用不外治疗作用和毒性作用两个方面。
人们在应用药物治病时，总是希望提高疗效，降低或避免毒性作用的产生。
药物的毒性作用往往与用药剂量和用药时间密切相关。
剂量过大，用药时间过久，即使“无毒”的药物，也会出现中毒的表现。
例如，人参、艾叶、五加皮等皆有发生中毒反应的报道。
反之，若严格控制剂量和用药时间，即使有毒药物也并不一定出现毒性反应。
古今利用某些有毒药物治疗恶疮肿毒、疥癣、麻风、瘰疬、瘿瘤、癌肿等积累了丰富经验，获得了肯
定疗效。
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药物一般都具有潜在的毒性，药物的有毒、无毒和毒性的大小强弱，都是相对
的。
　　药物引起的毒性反应的原因，除了剂量过大和用药时间过久外，还与药物储存、加工炮制、配伍
、剂型、给药途径及病人体质、证候性质等密切相关。
因此，使用有毒药物时，应从上述各个环节进行控制，避免中毒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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