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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中药的应用能够更合理 ,疗效更可靠 ,笔者根据

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 ,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几点看法。

1　药物剂量

药物剂量是药物取得疗效的关键。 药物随着剂量的不

同 ,作用也随之而改变。例如红花少用则养血 ,如大剂量则变

为破血 ;又如厚朴三物汤和小承气汤 ,二方的药物组成相同 ,

只是每味药物的剂量不尽相同 ,它们的功效和主治证就大不

相同。可是在传统用药中有的药物不用质量计 ,却用数量计。

如蜈蚣、天龙等习惯用条计 ,而每条有大有小 ,有的一条大蜈

蚣的质量相当于几条小蜈蚣的质量 ,但是处方的医生事先并

不知道药房里蜈蚣的大小 ,这样势必会造成用药的剂量不准

确 ,结果影响疗效。 所以建议处方的医生把用数量计量的药

物如蜈蚣、天龙等改用质量计 ,以免影响疗效。

2　脚注

脚注是医生对中药配方人员的医嘱和要求 ,在古籍中很

多中药都有脚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需要特殊处理的

中药均作出了规定 ,各地区《中药炮制规范》也根据地方用药

分别作出了规定 ,不需医生再标脚注 ,除非医生有特殊的用

药要求 ,如对按常规应“后下”的大黄 ,若医生脚注吞服 ,配方

人员应付大黄粉 ,并注明吞服字样向患者交代清楚 ,如医生

不标脚注 ,则应按常规作“后下”处理。

3　药引子

服用中药汤剂 ,常常需加药引子 ,特别是在验方、秘方、

土方中更为多见。中药处方是按君、臣、佐、使组成的。使药也

就是人们所说的药引子。药引子多是既可药用又可食用的物

质 ,如生姜、葱白、酒、醋等。 药引子在药方中虽不是主要药

物 ,但却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但不是所有方剂中必须有

药引子 ,应根据病情 ,由医生来决定。

4　饮食禁忌

为了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确实应该注意饮食禁忌的问

题。 在服用含有地黄、何首乌的药物时 ,忌服葱、蒜、萝卜 ;服

用薄荷时 ,不应吃鳖肉 ;服用茯苓时 ,食物里不能放醋 ;吃鳖

甲时 ,不要配苋菜 ;服用泻下剂如大承气汤、麻仁丸时 ,不宜

过早食用油腻及不易消化的食物 ;服用驱虫药时 ,也应忌吃

油腻食物 ,并以空腹服药为宜。 另外 ,在患病服药期间 ,凡是

属于生冷、黏腻等不易消化的食物 ,或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 ,

都应避免食用。 有咳嗽症状的病人 ,饮食不能过甜、过咸、过

于油腻 ,也不要吃辣椒 ,同时要戒烟、戒酒 ,以助早日痊愈。

5　服用次数

一般中药汤剂常规服用次数为早晚各一次 ,即一日 2

次 ,笔者认为这样不甚合理 ,药物要在体内达到治疗效果 ,体

内血药浓度应达到最小有效血药浓度 ,但不能超过最大有效

血药浓度 ,也就是说血药浓度应保持在最小有效血药浓度和

最大有效血药浓度之间 ,达到稳定的有效血药浓度。 药物的

服用次数应根据药动学原理测定血药浓度 ,计算药物的半衰

期 ,表观容积等药动学参数来计算每日服药的次数 ,以确保

体内血药浓度达到稳定的有效血药浓度 ,确保临床用药安全

有效。 因此 ,应以科学的方法来确定每日的服用次数。

6　不良反应

不少人认为中药无毒 ,比西药安全。这种看法不够全面。

总的来讲 ,中药是比西药不良反应少些 ,但是 ,中药引起不良

反应也屡见报道 ,也有因中药中毒造成死亡的病例。 中药自

古就有“神农尝百草 ,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 曾有人报道近

几年来雷公藤中毒 200例 ,其中死亡 51例。

7　结语

中医药是祖国医学的瑰宝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

医。 中药汤剂是从古至今沿用时间最长 ,使用范围最广的一

种剂型 ,所以正确使用中药是发挥中药疗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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