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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药联合应用在临床方面日渐普遍，并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合理的中西药联用可以取长补短，提高疗效，显示出

了中西药联用的最大优势，然而并非所有的中药与化学药联合应用都可以达到该目的。为探讨中西药联合用药在临床应用中

的优势及存在的安全问题，总结中西药联合用药的不合理配伍及存在的风险，探讨配伍禁忌出现的原因，有效的规避用药不

当带来的风险，保障安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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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mon and widely accep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 reasonabl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and can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showing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but not all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can achieve this purpos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safety 

problems of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were mainly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unreasonable compatibility and risks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were summarized, the reasons for the 

incompatibility were discussed, and the risks caused by improper medication were effectively avoided, to ensure the safe use of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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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药联用最早记载于清末时期的《医学衷中

参西录》[1]，之后中西药联用逐渐成为临床治疗疾病

的主要手段，成为了中西医结合的具体方式之一[2]。

2018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坚持中西药并重，

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中西药联用已近百年，随着

中西药合用的不断普及，人们开始关注在联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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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的安全性问题。目前国内已有较多的相关研

究结论，而且随着补充和替代医学在国外的推广和

普及，国外也日益重视中西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问

题。二者的合理联用可以起到协同作用，增强药效、

减少不良反应、扩大适用症范围、减轻药物剂量等，

而不合理联合用药会产生拮抗作用，减轻疗效，产



 中草药 2023 年 1 月 第 54 卷 第 2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January Vol. 54 No. 2 ·409· 

   

生不良反应，甚至导致药源性疾病的发生。本文针

对中西药在联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性问题进行分

析，对联合用药产生不良反应的原因进行总结，并

提出合理的用药建议供临床参考。 

目前中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

遍，作为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也更加广泛[3-5]。中西

药联用是指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将中药和化学药结合

使用，从而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近年来，联合用

药在临床上非常普遍，常见中西药联用有单味中药、

复方制剂、汤剂或中成药与化学药并用等。具体方式

可以分为中药＋化学药、中药＋化学药联用、方剂＋

化学药联用等，其中中药＋化学药是指把中药和化

学药放于同一处方或成药中应用于患者，而中药＋

化学药联用是指在患者发病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

使用中药和化学药，提高对疾病的治疗效果[6-8]。在

配伍方式上，可以分为合方同用和异方同用 2 种。

合方同用是将中西药配伍同用于一个处方中，给药

途径相同；异方同用是指虽然将某个或某些中药与

某种或几种化学药同用，但不应用于同一处方中，

而是应用在 2 个或多个处方中，给药途径相同[9]。 

1  中西药联用的优势 

中西药合理应用的实例有很多，如复方岩白菜

素片、维 C 银翘片、消渴丸等中西药复方制剂已经

广泛应用于临床，其疗效显著，深受患者的喜爱[10]；

中西医结合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病等[11]；逍遥

散是一种补充和替代疗法，已被广泛用于治疗失眠

合并焦虑症，它的抗焦虑作用及其治疗失眠的作用

已得到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的有力验证[12]；在肿瘤

细胞的治疗过程中，药物的长期使用会导致细胞的

耐药性，从而降低临床疗效，因此在临床方面广泛

采用中西药联合治疗，与单纯化学药治疗相比，在

减轻临床症状、降低不良反应、防止耐药和复发等

方面治疗效果显著[13-16]。 

1.1  药效互补和疗效增强 

中西药联用后能使治疗效果提高，表现出显著

的协同作用[17-19]。如青蒿素与磷酸伯喹联用，可以

降低疟原虫的近期复燃率，抗疟效果增强；相关研

究显示，天智颗粒与多奈哌齐联用，对于阿尔茨海

默病的治疗效果比单纯化学药显著提高，两药联用

不仅可以抑制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还可以改善脑

部代谢[20]；中药是治疗抑郁症常用的补充和替代医

学疗法之一，研究表明，柴胡疏肝散在临床上可以

治疗抑郁症，如果将其和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用，治

疗效果将比单用化学药有所提高[21-23]；研究发现将

益气健脾为主的方药应用于化疗期间的患者，可以

明显增强疗效、提高生存率以及改善生存质量[24]。但

并不是所有的联用都会起到协同增效的效果，只有

合理联用才能相辅相成，达到相互取长补短的效果。 

1.2  降低不良反应和扩大适用范围 

在配伍得当的情况下，通过中西药联用可以有

效地将不良反应降到最低（表 1）。还可以扩大药物

适用范围，从而用于治疗某些单独用药无法发挥药 

表 1  合理联合用药降低不良反应实例 

Table 1  Examples of reasonable combination drugs to reduce side effects 

中药 化学药 作用效果 文献 

珍珠粉 盐酸氯丙嗪 改善肝功能 25 

姜半夏、白芨、茯苓等 碳酸锂 减轻胃肠道反应 26 

甘草 链霉素 减少链霉素对第 8 对脑神经的损害 27 

呋喃唑酮 防止胃肠道反应，保留杀菌作用 28 

石麦汤（生石膏、炒麦芽） 氯氮平 减少流涎 29 

甘草人参汤 糖皮质激素 减少激素的不良反应 29 

白及、海螵蛸粉 5-氟尿嘧啶、鲨肝醇、环磷酰胺、奋乃静 治疗消化道肿瘤有较好疗效 30 

六君子汤 抗震颤麻痹药 减轻胃肠道不良反应 31 

葛根芩连汤 蒙脱石散 减少不良反应，见效快、疗效持久 24 

黄连、黄柏、葛根 抗生素类药物 减轻抗生素的不良反应 32 

香砂养胃丸 喹诺酮类药物 减轻胃肠道不良反应 32 

小青龙汤、柴胡 抗组织胺药 减少化学药的用量和嗜睡等不良反应 33 

小柴胡汤、人参汤 丝裂霉素 减轻骨髓抑制作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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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疾病。如在肠恶性肿瘤治疗过程中，单独使用

化学药会产生很多的不良反应，在术后辅助治疗过

程中，联合中药使用可以有效减少并发症，提高患

者的治愈率，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34-35]；对于患有

肝脏疾病的精神分裂患者，不能服用盐酸氯丙嗪片，

珍珠粉可以改善肝功能，两者同时使用可以达到理

想的治疗效果[25]；碳酸锂在治疗过程中会伴随严重

的胃肠道反应，如果服用的同时联合复方中药如姜

半夏、白及、茯苓等，该反应就会有所减轻[26]；心

可定有较好的扩冠作用，但作用时间较短，心可定

与三七、赤芍、郁金配伍制成的舒心散冲剂治疗冠

心病、心绞痛的有效率可达 87%，并且会延长作用

时间；在化疗过程中，联用中药制剂白术、党参、

菟丝子等，可以达到扶正抑瘤的治疗效果[36]，不良

反应可以在合理的中西药联用情况下得到减轻。在

临床上，中西药配伍降低不良反应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31,37]：降低激素反馈抑制，预防反跳现象

的出现；降低患者在肿瘤化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

防止服用某些药物时产生的胃肠道、呼吸系统、神

经系统的不良反应；防止肝功能损害。 

1.3  减少药物剂量和缩短疗程 

联合使用化学药和中成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药物剂量，缩短疗程。如地西泮和苓桂术甘汤、

抗癫痫药和柴胡桂枝汤，患者同时服用过程中不仅

可以降低化学药的使用剂量，还可以降低患者的嗜

睡症状[38-39]。治疗急性水肿型胰腺炎时，联用清热

解毒、活血化瘀的中成药，可以明显缩短治疗周期；

六味地黄丸联合糖皮质激素可以明显降低后者的用

量；珍菊降压片可以治疗各类高血压，如果按照常

用量计算，可乐定的使用量比单用时减少了

60%[40]，在疾病治疗方面，中西药联用可以达到治

标治本、相辅相成的作用，从而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在用药效果方面，化学药能够对症治疗，能较快的

起效，但会伴随着较严重的不良反应，而中药是在

整体上进行调控，相比化学药而言起效较慢，不良

反应较少，因此中药和化学药在有效合理的联合时

才能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41-42]。 

1.4  促进药物的吸收和免疫调节 

医生在对患者采用中西药联用的过程中，可以

根据患者自身的身体状况进行适当的调整，使药物

能够得到更好的吸收。维生素 B12、灰黄霉素等药

物，与砂仁、陈皮以及木香等可以使胃肠蠕动减慢

的药物联用，可延缓其在小肠内停留时间进而促进

药物的吸收，从而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27]；扶正中

药如十全大补汤与化疗药相结合，一方面可以促进

患者对药物的吸收，另一方面可以杀死癌细胞，提

高患者的化疗耐受[43]；茵陈蒿及含茵陈蒿的复方与

灰黄霉素联用时，后者的抗真菌作用可以得到增强，

而茵陈蒿中所含的羟基苯丁酮可以刺激体内胆汁的

分泌，促进药物的吸收[44]。 

2  中西药联用的风险 

在临床应用中，中药与化学药共同应用的情况

已非常普遍，合理的中西药配伍会增强药物的疗效、

降低不良反应，但对于中医和西医的学习是在分体

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临床实践中对于联合用药的

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医师也相对缺乏中西药

配伍的相关知识，此外，对于中西药的配伍目前仍

然缺乏调查统计。因此，存在的一些不合理配伍应

用会降低疗效[45-46]，产生不良反应[47]，更严重者会

引发药源性疾病[48]。因此，联合用药存在一定的风险，

要加强中医药不合理配伍的调查研究。主要从药动学

及药效学方面具体分析产生该现象的原因[49-50]，如表

2 所示，列举了中西药联用存在的风险及实例。 

2.1  药效学相互作用 

药效学主要是研究药物对机体的作用及作用规

律，联合用药时中药和化学药之间产生的药理或毒

理作用不同。若中药和化学药具有相似的毒性作用，

联用则会产生增毒作用，此外，有些药物联用还会

诱发过敏反应。若中西药联用出现拮抗作用，二者

联用的治疗效果会小于单个用药，同时在用药后会

出现不良反应。 

麻黄及含有麻黄碱成分的中药可以作用于心肌β

受体而使其兴奋，加强心肌收缩力，导致洋地黄、地

高辛等强心类药物毒性增加，二者联用时就会出现心

率失常、心衰等现象[50]。含钙较多的中药与洋地黄类

药物联用时，会使洋地黄类药物的毒性增强[49,55]。含

有汞类的中药在与碘化钾联用时，碘化钾中的碘离

子会与汞离子在体内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有剧

毒的碘化汞，使机体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43]。 

乙醇及水杨酸均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作用，含

有乙醇的药物与阿司匹林、水杨酸类药物联合应用

后会加强刺激性，严重时会出现胃肠出血[48]。含有

糖皮质激素样成分的中药与水杨酸类药物联用后，

会产生不良反应。如甘草会在人体内经过多种酶的

作用后水解生成的糖皮质激素样物质葡萄糖醛酸和

甘草次酸，促进体内胃酸分泌，降低胃肠道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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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西药联用存在的风险及实例 

Table 2  Risks and examples of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Western medicines 

类别 代表性中药 化学药 风险 作用机制 文献 

含鞣质成分

中药 

地榆、虎杖、五倍子等 胃蛋白酶合剂、多酶片 消化不良、纳呆等 生成氢键络合物 51 

四环素类抗生素 不易被吸收 生成难溶性螯合物，形成沉淀 52 

山楂、乌梅、酸枣仁、山

茱萸等 

磺胺类、呋喃妥因、

利福平等 

损害肾脏 容易形成沉淀或结晶 53 

含金属离子

中药 

石膏、石决明、牡蛎、龙

骨等含钙的中药 

洋地黄 增强洋地黄的毒性 钙离子为应激性离子，增强

心肌收缩力 

51 

滑石粉、代赭石、自然铜、

磁石、明矾等含镁铁铝铋

类的中药 

四环素类抗生素 不利于吸收，降低

疗效 

生成酰胺基和含有多个酚羟

基的络合物，生成螯合物 

52-53 

喹诺酮类抗生素例如

环丙沙星、氧氟沙星 

损伤肝脏 形成含有羰基的螯合物，形

成沉淀或结晶 

53 

金钱草、牛膝、泽泻等含

钾的中药 

钾利尿剂，如安体舒

通、氯化钾 

高钾血症 药源性血钾过高症 53 

朱砂、磁朱丸、朱砂安神丸

等含砷的中药、雄黄、信

石等含汞的中药 

溴化物、碘化物、硫

酸亚铁、亚硝酸盐 

药源性肠炎，甚至

中毒 

生成有毒物质 54 

含苷类中药 大黄、番泻叶等主要含蒽

苷类中药 

止泻药 导致排便 蒽苷物质在大肠中被细菌分

解后引起大肠蠕动加快 

53 

黄芩、槐米等主要含黄酮

苷类中药 

含酸性成分的化学药 影响疗效 形成沉淀 53 

蟾酥、万年青等主要含强

心苷类中药 

强心苷 增加了药物的毒性

反应 

药效叠加 53 

苦杏仁、桃仁等主要含氰

苷中药 

麻醉、镇痛、止咳等

化学药 

呼吸衰竭，严重会

危及生命 

抑制呼吸中枢 53 

甘草等主要含皂苷类中药 降糖药 升高血糖 药理拮抗 53 

强心苷 强心苷中毒 促进钾离子的排泄 51 

水杨酸类药物 腹泻、胃肠出血、

呕吐 

促进胃酸分泌，降低胃肠道

抵抗力 

38 

含酸性成分

中药 

五味子、女贞子等含有机

酸类中药 

碱性成分化学药如氧

氧化铝、氨茶碱等 

药效减弱甚至失效 酸碱中和 48 

甘草及其含甘草酸制剂 生物碱类药物，如奎

宁、麻黄碱、利血平 

影响药物吸收，降低

疗效 

中和反应，生成沉淀 54 

含碱性成分

中药 

麻黄、曼陀罗、颠茄、洋

金花等 

强心苷类、生物碱类

药物 

导致心衰及心率失

常等 

蓄积诱发中毒反应 51,53 

瓦楞子、海螵蛸、朱砂等 含有酸性成分化学药

如胃蛋白酶、阿司匹

林等 

不利于吸收，直接排

除体外，影响疗效 

酸价中和生成盐 53 

其他含碱性成分中药 维生素B1 降低疗效 会中和胃酸，加快维生素 B1

的分解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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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水杨酸对胃肠道刺激性增加，产生腹泻、胃

肠出血、呕吐等不良反应[38]。 

在联合用药时，要更多的去关注中西药的药效

成分，药物之间产生的药效作用是否是有利于疾病

的治疗，注意用药的合理性、安全性，减少不良反

应的产生[56-57]。 

2.2  药动学相互作用 

在药动学方面，中西药联用会影响药物在体内

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从而导致药物在

体内的一些药动学参数发生变化，如半衰期、药物

的血药浓度。在体内，不同药物与血浆蛋白的结合

率也是不同的，因此血药浓度会发生变化，可通过

动力学参数的改变来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58]。 

2.2.1  影响药物吸收  中西药联用后，会影响体内

胃肠道 pH 值以及药物在体内溶解速率，从而改变

药物在体内的吸收程度[59]，主要表现在 2 个方面：

一是药物的透膜吸收，二是药物在胃肠中的稳定性。

碳酸镁、氢氧化铝等制酸类药物的服用，会改变胃

部的 pH 值，影响含有机酸类成分中药的吸收。含

酸性成分的中药及制剂与含碱性成分的化学药或含

碱性成分的中药及制剂与和含酸性成分的化学药联

用时，会发生酸碱中和而影响吸收。 

2.2.2  影响药物的分布  药物的分布主要与药物和

血浆蛋白结合的能力有关，在联合用药时会导致药

物与血浆蛋白之间的结合率减低，导致药物中的成

分呈现游离的状态，使得药物的效应减弱，导致了

不良反应的发生[60]。 

2.2.3  影响药物的代谢  肝脏是人体内进行药物代

谢的主要器官[61]，肝脏中含有一种名叫肝药酶的药

物代谢酶，主要通过改变它的代谢能力来影响药物

的代谢。白芷富含呋喃香豆素类化合物，其提取物

会抑制肝药酶的代谢，在与硝苯地平联用时，会抑

制后者的代谢，使血药浓度升高，增加药物的不良

反应。炮制后含有大量乙醇的中药如酒地黄、酒当

归等，会不断增强肝药酶的活性，从而增强化学药

在体内的代谢功能，使半衰期降低，进而降低药物

的治疗效果。 

2.2.4  影响药物的排泄  体内药物的排泄不仅主要

通过肾脏来进行，而且也可以通过胆汁进行。在肾

小管滤液中，大多数的弱酸性、弱碱性药物一部分

以解离型的形式存在，一部分以非解离型的形式存

在。药物在肾脏内排泄速率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药物

在体内重吸收的程度，而药物的解离程度在这个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应着重考虑肾小管内尿液酸

碱度这一重要因素[62]。如一些中药及其制剂中含有有

机酸类成分，在和磺胺类药物联用时，由于磺胺类药

物会在人体内进行转化，部分药物会转化生成乙酰化

合物，在酸性尿液中就会造成肾及尿路损害[62]；奎尼

丁不适合与含碱性成分的中药联合应用，否则会导致

尿液碱化，引发奎尼丁中毒现象[63-64]。 

3  中西药联用风险产生的原因 

3.1  理化性质发生改变  

3.1.1  生成沉淀和难溶性的络合物  含有某些重金

属或金属离子的中药或中成药，当与一些具有还原性

成分的化学药联用时，会使药物的理化性质发生改

变，影响药物在胃肠道的稳定性，影响吸收[65]。含有

钙、镁、铁、等金属离子的中药与四环素类抗生素

共同服用时，二者形成的络合物在体内的溶解度较

小，在胃肠道内不容易吸收，会降低四环素类抗生

素在体内的药效[66]。除四环素类抗生素外，金属离

子还会与左旋多巴形成络合物，与喹诺酮类抗生素

结构中的羰基、异烟肼结构中肼类功能团形成不溶

性的螯合物，影响吸收，降低了药物的生物效应，

降低药物疗效[60]。含大量鞣酸的大黄、山茱萸、地

榆会与多种抗生素如利福平、四环素红霉素联用，

鞣酸会和抗生素成分在体内生成鞣酸盐沉淀物，影

响吸收并降低疗效。含鞣酸类成分中药也不可与淀

粉酶、胃蛋白酶合剂等含蛋白质，以及含金属离子

的化学药联用，前者由于鞣质易与蛋白质中的胺键

和肽键结合，形成不易被胃肠吸收的氢键络合物，

而后者由于同服后会结合生成沉淀，导致机体难以

吸收药物使得疗效降低[67]。在黄酮结构中，如果存

在邻二羟基或 3、5 位羟基，易与金属离子形成络合

物。槲皮素属于黄酮类成分且为五羟基黄酮类，因

此含有槲皮素成分的中药与含各种金属离子的化学

药，如硫酸镁、硫酸亚铁联合应用时，会形成络合

物，影响吸收，从而影响治疗的效果[68]。 

3.1.2  pH 值发生变化和发生酸碱中和反应  含酸

性成分的中药与含碱性成分的化学药或含碱性成分

的中药与含酸性成分的化学药在联用时，会在体内

发生酸碱中和反应，降低药物的疗效[45]。酸性中药

（五味子、女贞子）及中药制剂（六味地黄丸）在与

氢氧化铝、氨茶碱等碱性的化学药联用时，会发生

中和反应，出现药效降低甚至失效的现象。碱性（酸

性）药物会改变胃肠 pH 值，影响酸性（碱性）药物

吸收及疗效的发挥。琥乙红霉素、磺胺类药物在碱



 中草药 2023 年 1 月 第 54 卷 第 2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January Vol. 54 No. 2 ·413· 

   

性条件下与含酸性成分的山楂、六味地黄丸同时服

用，会因 pH 值改变而影响疗效[68-70]。 

3.2  重复用药 

重复用药会使药物中某些成分服用过多而加大

药物的不良反应，严重时危及生命。如含消化酶的

中成药与多酶片配伍应用，会产生重复用药的现象，

含有消化酶成分的中药中所含的酶及存在的一些有

益微生物都会被多酶片破坏，使药效降低。 

中西药联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当充分

了解药物的药理作用、用药后的药效作用，合理的

进行联用，深入研究中西药相互作用机制和临床疗

效，在临床应用中增强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避免药物联用产生不良反应，使得中西药联用发挥

更好的作用[71]。 

3.3  患者自身因素 

就诊患者的自身情况和病情各有不同，老年人

的免疫力功能低下，体质渐渐衰退，发病病情复杂，

在中西药联用治疗病症时，更易发生风险，产生不

良反应。过敏性体质者同样易于使药物在体内产生

不良反应[72-73]。 

中药品种如人参、西洋参、鹿茸等具有滋补与保

健功效的药物，以中老年为主的大部分人群，为滋补

身体，自行到药店购买补益类中药，在服用过程中由

于知识储备有限导致不合理用药现象的发生[38]。 

4  中西药联用的相关建议 

临床医师和药师应该不断加强对药物知识的积

累，重点研究中成药的配伍禁忌。很多医生尚未意识

到中药-西药相互作用的潜在风险[74]，不能对中西药

复方制剂的理化性质全面掌握，导致某些成分的重

复用药，造成患者服用剂量过大引发不良反应[75]。黄

钦华等[76]在对中西药房的 30 266 张处方进行统计

分析中发现，处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西药成分

的重复使用。因此临床医生应该不断拓展知识面，

不断地完善知识体系。 

医院内应建立完善的中西药联用的管理和监督

体系[77-78]，对于不常用的配伍，在开具处方时应及

时参考文献，确保用药安全性后再用药，杜绝盲目

用药现象。此外，要对医师开具的处方进行审核并

给出合理的意见。由于老年人机体系统的特殊性，

可影响药物在体内的过程[78-80]，因此在中西药物联

用时应高度重视特殊人群的用药安全。按照中药方

剂中君、臣、佐、使的原则与化学药进行合理配伍，

标记和总结容易发生不良反应的药物，借助大数据，

更好的监督和管控药物[81-83]。 

5  结语与展望 

本文主要是从药动学和药效学 2 个方面分析中

西药联用时存在的风险。药动学会影响药物在体内

动力学参数的变化，从而影响联合用药时的治疗效

果，因此临床联合用药前应该慎重考虑这一重要因

素。研究中药在体内的变化过程比较困难，从化学

药的药动学变化过程入手相对容易，研究中西药联

合应用时的相互作用能够为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可

靠依据。保障患者安全是临床研究和实践的核心价

值，目前，中西药联用存在一个问题，即难以真实

反映中药临床安全性，应将核心指标概念引入到中

西药联用临床安全性评价中，将临床安全性评价和

有效性评价放在同等的位置进行考虑[84]。此外，中

西药联用评价还需引入风险管理或评价的理念，将

可能存在的用药安全风险分层次管理，以保证中西

药联用的合理性。 

关于中西药联用的研究将会是一项复杂艰巨的

工作，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中西药联用的临

床药学检测和观察，利用现代化技术，收集相关资

料，使中西药有机地结合起来。中西药联用将变得

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更加有利于中西药

联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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