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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朝向健康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在我国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
建立比较完善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服务网络，推动卫生服务利用的均等化，逐步缩
小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健康服务不平等现象。
有鉴于我们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是穷国办大卫生，长期存在着有限的卫生资源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医疗保健需求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着沉重的压力。
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和压力，国家提出了医疗卫生保健工作“重点前移”和“重心下移”的发展战略，
以适应新时期大卫生的根本要求。
中医药是整体医学，重视天人相应、形神一体，以辨证论治为主体，以治未病为核心，在医疗卫生保
健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毋庸置疑，亚健康是健康医学的主题之一，致力于亚健康专门学问的系统研究，厘定亚健康的概念，
规范亚健康防治措施与评价体系，编写系列教材培育人才，对于弘扬中医药学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确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大事业，对卫生工作重点移向维护健康，重心移向广大民众
，尤其是九亿农民，从而大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也有积极的作用。
　　回顾上个世纪西学东渐，知识界的先驱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破除三纲五常，推进社会改革，无
疑对国家民族的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二元论与还原论的盛行也冲击着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致使独具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医药学随之
停滞不前，甚而有弃而废之的噪声。
幸然，清华与西南联大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与吴宓等著名学者大师虽留学西洋，然专心
研究哲学文史，大兴国学之风，弘扬中华文化之精髓，其功德至高至尚，真可谓“与天壤同久，共三
光而永光”，令吾辈永远铭记。
中医中药切合国情之需，民众渴望传承发扬。
当今进入新世纪已是东学西渐，渗透融合儒释道精神，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中医药学，其深化研究虽不
排斥还原分析，然而提倡系统论与还原论的整合，将综合与分析、宏观与微观、实体本体论与关系本
体论链接，共同推动生物医药科学的发展，为建立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奠定基础。
晚近，医界学人与管理者共识：治中医之学，必当遵循中医自身的规律，然则中医自身规律是什么？
宜广开言路，做深入思考与讨论。
我认为中医学是自然哲学引领下的整体医学，其自身规律是自适应、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的目标
动力系统，其生长发育、维护健康与防治疾病均顺应自然。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可用太极图表达，其平面是阴阳鱼的示意图。
其阐释生命科学原理是动态时空、混沌一气、高速运动着的球体，边界不清，色泽黑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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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亚健康专业系列教材》之一，是一本辅修教材。
它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药学》《方剂学》为基础，着重介绍与亚健康干预关系密切的
常用中药和常用方剂。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中药学，共17章。
第1章介绍中药学基础知识，包括中药的采集、炮制理论与技术，以及药物性能、配伍、应用知识等
。
第2～17章介绍常用中药249种，按药物功用的共性，结合治法进行分类，章以下适当分节。
  　每味药均按采制、性味归经、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和现代研究进行分述，而以药物
应用作为各章的重点内容。
在应用中对亚健康状态的适应证单独列出。
  　下篇主要介绍方剂学，共17章。
第一章重点阐述方剂的组成原则与变化形式，以及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方剂的分类、剂型、用法等基
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余下各章依据以法统方的原则，选择适应于亚健康的、具有代表性的、临床常用
的方剂132首。
  　每首方下列组成、用法、功用、主治、方解、运用等项内容。
  　组成中摘录该方的药名、制法，其用量亦遵原著，以便理解制方人的学术思想和配伍意义。
为了便于临证应用，凡可作汤剂使用的方剂均在原用量之后注明现代常用量，即括号中的用量。
　  方解中重点阐明药物的配伍意义与组方原理，对病因病机只做简要分析。
  　运用中首先明确该方的证治要点，并特别提出适应于亚健康的若干种状态，其次是常用的加减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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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采集　　中药材所含的有效成分是药物具有防病治病作用的物质基础，而有效成分的质和量
与中药材的采集季节、时间和方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为动植物在其生长发育的不同时期，药用部分所含有效成分各不相同，因此药物的疗效也往往有较
大差异，故药材的采集，应该在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时候进行。
`（一）植物类药物的采集由于中药大多数是植物药材，各种植物在其生长发育的各个不同时期，根、
茎、叶、花、果实各个不同部分，其有效成分含量不尽相同。
通常以人药部分的成熟程度为采集依据，一般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草类大多数在植物充分生长、枝叶茂盛的花前或刚开花时采收。
有的割取植物地上部分，如薄荷、荆芥、益母草、紫苏等。
以带根全草人药的，则连根拔起全株，如车前草、蒲公英、紫花地丁等。
茎叶同时人药的藤本植物，其采收原则与此相同，应在生长旺盛时割取，如夜交藤、忍冬藤。
　　叶类叶类药材采集通常在花蕾将放或正在盛开的时候进行。
此时正当植物生长茂盛的阶段，性味齐全，药力雄厚，最适于采收，如大青叶、荷叶、艾叶、枇杷叶
等。
有些特定的品种，如霜桑叶，须在深秋或初冬经霜后采集。
　　花类花的采收，一般在花正开放时进行，由于花朵次第开放，所以要分次采摘，采摘时间很重要
。
若采收过迟，则易致花辦脱落或变色，气味散失，影响质量，如菊花、旋覆花；有些花要求在含苞欲
放时采摘花蕾，如金银花、槐花、辛夷；有的在刚开放时采摘最好，如月季花；而红花则宜于花冠由
黄色变橙红色时采。
至于蒲黄之类以花粉人药的，则须于花朵盛开时采收。
　　果实和种子类多数果实类药材，当于果实成熟后或将成熟时采收，如瓜蒌、枸杞、马兜铃。
少数品种有特殊要求，应当采用未成熟的幼嫩果实，如乌梅、青皮、枳实等。
以种子人药的，如同一果序的果实成熟期相近，可以割取整个果序，悬挂在干燥通风处，以待果实全
部成熟，然后进行脱粒。
若同一果序的果实次第成熟，则应分次摘取成熟果实。
有些干果成熟后很快脱落，或果壳裂开，种子散失，如茴香、白豆蔻、牵牛子等，最好在开始成熟时
适时采取。
容易变质的浆果，如枸杞、女贞子，在略熟时于清晨或傍晚采收为好。
　　根和根茎类一般以秋末或春初，即阴历二、八月采集为佳。
因为早春二月，新芽未萌；深秋时节，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停止生长，其营养物质多贮存于地下部分
，有效成分含量高，此时采收质量好，产量高，如天麻、苍术、葛根、桔梗、大黄、玉竹等。
此外，也有少数例外的，如半夏、延胡索等则以夏季采收为宜。
　　树皮和根皮类通常在清明至夏至间（即春、夏时节）剥取树皮。
此时植物生长旺盛，不仅质量较佳，而且树木枝干内浆汁丰富，形成层细胞分裂迅速，树皮易于剥离
，如黄柏、厚朴、杜仲。
但肉桂多在十月采收，因此时油多容易剥离。
木本植物生长周期长，应尽量避免伐树取皮或环剥树皮等简单方法，以保护药源。
至于根皮，则与根和根茎相似，应于秋后苗枯，或早春萌发前采集，如牡丹皮、地骨皮、苦楝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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