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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是全国唯一的行业规划教材。
由“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
即：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宏观指导；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
会主办，具体制定编写原则、编写要求、主编遴选和组织编写等工作；全国2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科
专家联合编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协助编写管理工作和出版。
目前新世纪第一版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和中药学三个专业46门教材，已相继出版3-4年，并在全国各高
等中医药院校广泛使用，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其中34门教材遴选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41门教材遴选为教育部“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有32门教材连续遴选为“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2004年本套教材还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指定为执业中医师、执业中医助理医师和
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指导用书；2006年国家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和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均依据“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予以修
改。
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一版出版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先后两次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本套教材
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评议。
专家们的总体评价是：“本次规划教材，体现了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科
定位准确，理论阐述系统，概念表述规范，结构设计合理，印刷装帧格调健康，风格鲜明，教材的科
学性、继承性、先进性、启发性及教学适应性较之以往教材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教学第
一线，分别召开以学校为单位的座谈会17次，以学科为单位的研讨会15次，并采用函评等形式，广泛
征求、收集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有关领导、专家，尤其是一线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为本套教材
的进一步修订提高做了大量工作，这在中医药教育和教材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工作为本套教材的修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10月，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修订原则是：①有错必纠。
凡第一版中遗留的错误，包括错剐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不规范的计量单位和不规范的名词术语
、未被公认的学术观点等，要求必须纠正。
②精益求精。
凡表述欠准确的观点、表达欠畅的文字和与本科教育培养目的不相适应的内容，予以修改、精练、删
除。
③精编瘦身。
针对课时有限，教材却越编越厚的反应，要求精简内容、精练文字、缩编瘦身。
尤其是超课时较多的教材必须“忍痛割爱”。
④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增加相应内容。
⑤吸收更多院校的学科专家参加修订，使新二版教材更具代表性，学术覆盖面更广，能够全面反应全
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的水平。
总之，希冀通过修订，使教材语言更加精炼、规范，内容准确，结构合理，教学适应性更强，成为本
学科的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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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已故侯家玉教授主编的《中药药理学》（普
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学科的新进展和教学实践进行修订的，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删除原教材中那些实验方法科学性差的内容，尤其是粗制剂进行体外试验的内
容，采用含药血清法。
②增加一些反映中医药理论、临床效果好、应用广泛的名方药理。
③对药物作用机制的阐述，充分引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涉及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以及免疫学的研
究内容。
④补充一些研究较成熟的中药单体的内容，紧密结合当前整个中医药的主流认识和实践。
⑤内容精简，叙述更有条理，更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
⑥树立精品观念，教材请多领域的专家审读，保证术语的准确和规范。
⑦本学科涉及相关基础课较多，注意和其他课程的衔接和联系。
⑧强调中医药理论的指导。
    本教材主要供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药类专业、中医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科教学使用，也可
供中药类专业的自学考试和专科教学使用。
使用本教材时，根据各专业的具体情况，在完成教学大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讲课学时、教学顺序和
教学方法等可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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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配伍和禁忌  中药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即按病情的需要和药物性能，选择两种以上药
物配合应用，以增强药物的疗效，调节药物的偏性，减低毒性或副作用。
所以，配伍得当，就能增强疗效，降低毒性；配伍不当，则降低疗效，甚至产生不良反应。
中药配伍的基本内容是“七情”，即：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
李时珍解释说：“独行（单行）者不用相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畏者受
彼之制也，相杀者制彼之毒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
”具体而言，①相须，即两种功用相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可相互增加疗效。
如清热泻火的石膏、知母均能退热，石膏退热快，但作用弱而短暂，知母退热缓，但作用强而持久，
两者合用，退热快且作用强而持久。
黄连与连翘同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力比单用黄连强6倍以上。
②相使，即两种功用不同的药相伍，能互相促进提高疗效。
如补气的黄芪与祛湿的茯苓合用，能相互增强补气利水的功能。
③相畏，是一种药物制约另一种药的性能或抑制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烈性。
如截疟七宝散中，常山有抗疟作用，但有较严重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散剂中伍用槟榔，不影
响常山的抗疟作用，却可使呕吐反应减少，说明截疟七宝散中，常山通过槟榔的相畏，抑制了呕吐反
应。
又如含有附子的四逆汤的毒性仅为单用附子毒性的1／4。
④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够减轻或消除另一药物的毒性。
如绿豆能杀巴豆毒。
⑤相恶，就是一种药物的功效能被另一种药物削弱或破坏，或两者的功效均降低或丧失，如黄芩能减
低生姜的温性。
知母、人参都有降血糖作用，但两药合用却使降血糖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⑥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后，可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用。
如甘草反芫花，实验证明，甘草与芫花合用LD50减小，毒性增大。
因此，相须、相使配伍，在药效上发挥了增效协同作用，相畏、相杀配伍能减低或消除毒性，以上均
为用药之所求；相恶配伍在药效上产生拮抗作用，相反配伍则出现较多的不良反应或增强毒性，这两
种配伍为用药之所忌。
七情只是概括了药物之间最基本的配伍模式。
组方配伍还要遵循“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才能使药物发挥最佳疗效。
按中医药理论，君药为治疗主病和主证的药物；臣药为辅助君药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佐药为治疗
兼证或制约君药偏性的药物；使药为引经或起调和作用的药物。
这样的组方原则经近代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有其合理性。
如“活络丹”为治疗风寒湿痹的名方。
方中“君药”制川乌、制草乌均为辛热有毒之品，功能祛风除湿，温经止痛。
制天南星燥湿化痰，祛风止痉，消肿止痛为“臣药”，辅助君药发挥作用。
乳香、没药行气活血，通络止痛，辅佐君臣发挥作用。
地龙、陈酒通经活络，助药势且引药人经为使药。
诸药配合形成除寒湿痰浊，活血化瘀，调和营卫，疏通经络，消肿止痛的功效。
方中多味药物虽有毒性，组方使用却安然无恙。
又如桂枝汤能解热、发汗、抗炎、镇痛、抑制流感病毒增殖、增强免疫功能。
实验证明，全方的作用明显优于方中诸药的各种组合，其中减去任何一味药都会影响疗效，说明方中
各药合理配伍取得最大的药理效果，方剂配伍中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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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药理学:供中医药类专业用(新世纪第2版)》：本教材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一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版)全
国临床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中医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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