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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统阐述了中药不良反应的概念和分类，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机制和干预，中

药不良反应的因果判断和评价，中药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和治疗，中药不良反应的监测和研究，并收载了大量的中药不良反

应案例。该书具有提纲挈领、内容详实、切合实用等特点，对于指导中药的临床应用具有现实意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临床

中药学专著。 
关键词：《中药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中药不良反应；临床中药；书评；张伯礼 
中图分类号：R9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6376 (2012) 03 - 0237 - 02 
 

中医药在我国用于防病治病已有数千年的历

史，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

华民族的伟大瑰宝。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中医药

客观疗效的认可，植物药或天然药以及中药在世界

范围内也逐步得到了广泛应用。 
中医临床的两大关键问题是安全和有效，而在

中药的安全性合理应用方面，自古以来中医就认为

“药即是毒”，医师治病是“聚毒药以供医事”，要根

据具体病情选择大毒、中毒、小毒的药物。但由于

我国自古还有“药食同源”之说，药品、食品甚至

有毒品之间的概念是交叉含糊的，尤其某些广告宣

传的误导，使人们认为中药是纯天然制剂，没有毒

副作用，往往对西药的不良反应比较注意，而对中

药的不良反应则不甚关注。所以中药的不良反应与

药害作用反而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了社会面前。 
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

翁维良教授主编的《中药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可

谓是应时之作。该书于 2007 年 6 月由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全书 89 万字，分为上、下篇两部分。上篇

总论，共 7 章。系统阐述了中药不良反应概念和分

类，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机制和干预，中药

不良反应的因果判断和评价，中药不良反应的临床

表现和治疗，中药不良反应的监测和研究。下篇各

论，共 2 章，分为中成药和中药两大部分。按笔画

收载了具体的中药不良反应案例。两位主编长期从

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在中医中药领域具有很

深的造诣，所带领的学术团队也代表着国内当前的

最高水平，编委集合了国内多所中医高等院校和国

家及地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多位专家和学

者。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系统和全面地介

绍了中药的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方法，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临床中药专著。 
1  规范概念 

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颁布的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将药品不良反

应定义为“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

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而该书进一步明

确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中药不良反应。狭义的中药

不良反应即为一般所说的不良反应定义。广义的中

药不良反应则应包括不良反应与药害。临床上所发

现和报道的中药不良反应当中，有不少是由于超量

用药、滥用药物，或者中药品种混淆而造成错用或

误用，炮制或煎煮不当、给药途径不正确所导致，

以上这些应称为药害。药害与不合格药品（成分、

包装、调配、标示问题）和不正常、不正确、不合

理的用法（适应证、用法、用量有误）有关，不能

算作中药不良反应。 
这一概念的明晰，既强调了要减少中药不良反

应和药害发生的重要意义，提倡了合理用药，又避

免了因夸大中药不良反应而导致的恐慌和矫枉过

正。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中药不良反应比化学药品

要小，中药不良反应的报告数占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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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13%～15%。只要医师熟悉药性、辨证准确，

同时患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不随意使用偏方、在

医师指导下用药、使用非处方药时严格遵循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就能有效减少不良反应和药害的发生。 
2  提纲挈领 

该书仿照现行中药学教材的体例，分为总论和

各论。上篇总论，系统阐述了中药不良反应的概念，

尤其在中药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部分，按照西医解

剖学分类系统分别归类总结，例如以神经系统临床

症状表现为主的不良反应、以呼吸系统临床症状表

现为主的不良反应等，一目了然。而不良反应发生

率和毒性分级指标等常以表格说明，十分得当。 
该书的各论部分，为应和临床实际，在中药饮

片的基础上增加了中成药的不良反应。同时为方便

检索，采用笔画编排，临床实际应用非常方便。 
每一种中成药都按照主要药物、功能主治、不

良反应、讨论和参考文献的体例书写。具体到每一

种中药，则包括概述、化学成分、常用量（含主要

用法）；不良反应项下包括：不良反应特点、症状、

毒性作用机制、配伍毒性。不良反应报告项下又包

括胃肠道反应、神经系统中毒反应、肝肾毒性、过

敏反应等，以及与其他药物合用后的毒性，不良反

应治疗和预防。最后是含有这种中药的中成药、按

语以及参考文献。 
3  内容详实 

该书是首部详尽论述中药不良反应的概念、分

类、原因、机制、干预和治疗的中药临床著作，并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药物不良反应分类方法，将中药

不良反应的发生机制分为 A、B、C 三型，强调用

循证医学的方法收集证据、用因果关系五级法评价

中药的不良反应，总结了当前我国在中药不良反应

的研究体系和保障措施，以及美国、欧盟等的不良

反应监测体系的现状等。 
各论部分则收载了具体的中药不良反应案例，

包括中成药共计 287 种，中药共计 241 种。在中成

药部分还包含不同剂型，例如将双黄连注射液、粉

针剂、口服液和含片合并在一起书写，因此该书实

际涉及的临床常用中成药不止是目录中显示的 287
种，是我国迄今为止在中药不良反应和药害方面最

全面的总结。 
4  切合实用 

该书是一部非常实用的临床指导著作，详尽地

把本草记载、现代化学、药理、炮制、制剂研究紧

密地与临床实际应用相结合，其中包含大量临床案

例。由于许多报道本身的因果关系判断不够确切，

未分清中药不良反应与药害，该书尽可能选用比较

客观的病例报道供读者分析参考。 
在中药饮片的临床应用部分单独列出了与其他

药物合用后的毒性以及含有这种中药的中成药。考

虑到临床实用，不但汇集了中药饮片的临床应用，

还总结了中成药的不良反应。来源于现代杂志报道

部分，简单列明病症和用药，如果读者欲知详细内

容，可自行查检相关期刊。并辟“按语”阐明要领，

不仅有益于中医医师掌握更多贴近临床的知识和技

能，还有助于中西医结合医师的临床合理用药，可

以成为中药临床案头书。 
总之，中药产生的不良反应与西药不良反应相

比有其特殊性，如中药的不良反应大多表现得比较

缓和，但由于其作用的靶器官不专一，常会导致多

器官受损；另外，中药不良反应发生原因复杂，既

不能片面强调中药“安全无毒”，也不能片面夸大中

药不良反应，混淆中药不良反应和药害。 
在当前国际范围内日益关注中药的开发研究与

推广应用的新形势下，《中药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

的出版发行对于切实加强并广泛提倡科学合理使用

中药，防止中药不良反应发生具有积极意义，有必

要成为临床中药学的常版之书，从而推动我国中医

药临床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