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躁、漱口不咽 ,建忘小便多大便异或虚厥逆”。 徐灵胎称两药

合用为“催生之圣药”。 两药配伍的现代应用也不少见 ,林森

荣 [5]将两药配伍用于治疗气虚血瘀 ,虚实互见的冠心病、胃

溃疡、小儿疳积等证 ,效佳而无不良反应。 此外 ,还有丁香与

郁金 ,巴豆与牵牛 ,川乌、草乌与犀角配伍的古今应用。 这些

都说明“十九畏”中药组并非全部属于禁忌的范围。

5　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对肝肾不全的患者 ,使用有毒药物时应格外谨慎 ,如急

慢性肾功能衰竭、肝硬化、慢性迁延性肝炎等疾病 ,使用这类

药物后可增加肝肾的排毒负担 ,不利于肝肾功能的恢复 ,有

的药物还对肝肾有直接的损害作用 ,加重肝肾细胞的坏死 ,

促进病情的恶化。毒性中药对肾脏疾患除了可导致肾组织的

损伤外 ,还会因肾脏排泄功能减弱 ,毒性物质的潴留而引起

积蓄中毒 ,在使用中应严密观察肝、肾功能情况 ,注意检查肝

功能有无转氨酶升高 ,有无黄疸出现 ,有无早期肝昏迷的表

现等。注意检查肾功能有无尿素氮升高、水肿、高血压等症状

出现。对这一类患者应做到慎用 ,少用或尽量不用 ,在使用中

一经发现肝肾功能损害加重应立即停药 ,积极抢救。

6　个体差异

在内科用药中 ,还应注意患者的个体差异性 ,有的患者

对毒性药物较为敏感 ,在使用时应认真交待清楚药物的煎制

方法 ,中毒的临床表现 ,以及急救措施。 此外 ,应根据患者病

情的轻、重、缓、急 ,体质的强弱 ,从小剂量开始 ,逐渐加大剂

量 ,直到达到有效剂量为止。老年人因肾脏功能已减弱 ,易产

生积蓄中毒 ,使用毒性中药时疗程宜短 ,剂量宜小 ;体质弱、

正气虚、不堪猛攻者 ,在扶正的基础上毒性中药用量宜轻 ,疗

程宜长 ;对孕妇应慎用或禁用毒性中药。

7　结语

毒性药物的正确使用只要掌握以上几点 ,是完全可以大

胆地应用的。并能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应尽力发掘和

应用这一类药物 ,使其能够得到合理的应用。 同时也要将易

致中毒的汤剂改为既无毒性 ,又保留有效成分的其他成品剂

型 ,使之更安全地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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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中草药》杂志 1996- 2007年增刊

为了扩大学术交流 ,提高新药研究水平 ,经国家科技部同意 ,我部从 1996年起 ,每年出版增刊一册。

1996年第 27卷增刊　特邀了国内知名专家就中药新药研究的方向、法规及如何与国际接轨等热点问题撰文阐述 ,并有

反映国内中药化学、药理、分析、制剂、药材、临床方面的科研论文和有关综述性文章共 128篇。

1997年第 28卷增刊　包括紫杉醇的化学成分、提取工艺及组织培养等方面的科研论文 ,并特邀国内从事紫杉醇研究的

知名专家撰写综述文章 ,充分反映了紫杉醇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进展和新动态。 共收载论文 92篇。

1998年第 29卷增刊　以当今国际研究的热点银杏叶为专论重点 ,包括银杏叶的化学成分、提取工艺、质量控制、药理作用

及临床应用等方面 ,充分反映了国内银杏叶开发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进展和新动态。 共收载论文 80篇。

1999年第 30卷增刊　为“庆祝《中草药》杂志创刊 30周年”会议论文集 ,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评审中心及知名专家就中药新药研究热点问题撰写了综述文章。 共收载论文 160篇。

2000年第 31卷增刊　以“中药新理论、新剂型、新工艺和新技术”为主要内容 ,共收载论文 112篇。

2001年第 32卷增刊　特邀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就加快中药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入世后中药产业的发展新对策及西

部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撰写综述文章。 共收载论文 140多篇。

2002年第 33卷增刊　以“中药现代化”和“中药指纹图谱”为主要内容 ,收载论文 107篇。

2003年第 34卷增刊　包括中药创新药物开发的思路和方法 ;中药现代化研究 ;有关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和中药专利的申

请等内容 ,共收载论文 176篇。

2004年第 35卷增刊　以“新技术在中药现代化中的应用”为主要内容 ,共收载论文 120篇。

2005年第 36卷增刊　以中药现代化和中药走向国际等热点为主要内容 ,共收载论文 150余篇。

2006年第 37卷增刊　以药理会议专栏及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包括药材资源种植和可持续利用、提取工艺技术、质量控

制、疗效评价、中药理论和中药产业管理现代化等方面内容 ,共收载论文 135篇 ,摘要 88篇。

2007年第 38卷增刊　以推动中药行业实现自主创新 ,促进中药新药研发理论为主题 ,共载文 170篇。

以上各卷增刊选题广泛、内容新颖、学术水平高、科学性强 ,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以上增刊为我部自办发行 ,邮局订阅《中

草药》不含增刊 ,但能提供订阅凭证者 ,购买增刊 7折优惠 ,款到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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