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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成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以中药材为主要原料，遵循方剂的组成原则配伍，按照一定的制备工
艺生产而成的中药制品。
中成药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容，它是祖国医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医家在千百年来的临床
实践中总结配制而成。
它以疗效显著，服用、保存、携带方便，副作用小而著称。
因此，中成药不仅为我国广大人民所喜用，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传统的中成药，有丸、散、膏、丹、胶、露、酒、锭等多种剂型。
建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制药工业的进展，中成药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剂型与品种，如片剂、颗
粒剂、糖浆剂、滴丸剂、控释剂、软胶囊等，至今约有4000多种。
对中成药的研究、运用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特别现在全国各中、西医院都比较普遍地使用了中成药。
    《中成药学》是研究和阐明常用中成药的临床应用和生产制备的一门教材，但目前在我国高等中医
药院校教材中，却还没有专门的《中成药学》教材；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分为总论、各论，总论论述了中成药的基本知识；各论按治法归类，介绍每一种中成药的出处、
制法、性味、功用、主治、配伍、临床应用、药理研究、用法与用量等内容。
药理研究的内容很多，且认识不一，但从近年中成药的研究与发展上看，仍择其要者，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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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剂型是药物用于人体前的最后形式。
剂型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治病救人效果的好坏。
同一原料药制成不同剂型，会出现不同的药理作用；即使同一原料药制成同一剂型，也会因处方组成
、工艺条件或质量标准的不同而给药效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这些剂型因素如不加注意，疗效就不能充分发挥，甚至给患者造成损害。
因此，从本世纪60年代起，剂型因素对药效影响的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现就主要剂型因素同药效的关系简介如下。
　　一、剂型类别　　目前我国正式生产的中药剂型，已多达50种左右。
当今世界上常用的药物剂型，除个别外，几乎都有相应的中药剂型，在前已经作了大致介绍。
　　同一处方，或极为类似的处方制成不同剂型的制剂是常见的。
如牛黄解毒丸方有丸剂、片剂；藿香正气丸方有丸剂、水剂、软胶囊剂、滴丸剂；银翘散方更有散剂
、合剂、丸剂、冲剂、胶囊剂、袋泡剂等。
剂型不同，可能对药效影响不大，也可能影响极大。
如牛黄解毒丸与牛黄解毒片疗效区别不大；而藿香正气水则疗效最好，作用最快。
　　关于剂型同药效的关系，早在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书中就指出：“疾有宜服丸者，宜服散
者，宜服汤者，宜服酒者，宜服膏者，亦兼参用所病之源以为制耳”，明确肯定剂型的选择同疾病关
系密切。
其后，金元时代李东垣：“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病
，舒缓而治之也⋯⋯”，进一步阐述不同剂型的作用特点，并把什么剂型适合于治疗什么性质的疾病
结合起来，说明当时古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剂型因素对药效的发挥很有影响这个客观事实。
　　对全身作用的药物来说，只有在药物被吸收之后才能发挥药效。
在这种情况下，药物吸收的如何，便直接关系到药效如何。
一般来说，不同剂型吸收由快到慢的次序为：注射剂、气雾剂；灌肠剂、汤剂、片剂、口服液、酊剂
、酒剂、颗粒剂、内服膏剂；散剂、胶囊剂、微丸剂、片剂、浓缩剂；水剂；蜜丸、糊丸；蜡丸。
　　二、附加剂　　为了增加药物的均匀性、稳定性或减少药物刺激性、不良气味，制备药物剂型时
，需加入附加剂。
附加剂种类很多，同一种原料药制成同一剂型，有时成药名称相同，而所用附加剂却有差别。
理想的附加剂应该是无毒性、刺激性、抗原性、热原性及溶血性，而且无药理活性，不影响主药发挥
疗效；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理想的附加剂。
可是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往往还认为常用的附加剂无生理活性，不妨碍主药的疗效。
因此，目前几乎所有的中成药说明书都不注明附加剂的名称和用量。
不知道加了什么附加剂，在总结疗效、毒副反应、老药新用、与药物无关的生理效应及多种药物相互
作用时，就很难分析，甚至得不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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