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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酒用于治病或保健在中国由来已久。
在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记载酒的治疗作用的专篇——“汤液醪醴论”（吴崐
注云：“谷之造作成酒者皆名醪醴。
”）。
可见，酒用于保健和治病可追溯到上古时期。
《黄帝内经》记载的十三方中，就包括有酒剂，如《素问·腹中论》治鼓胀之鸡矢醴，《素问-缪刺论
》治尸厥之左角发酒等。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记载了不少酒剂，如栝蒌薤白白酒汤、红蓝花酒等。
后世以酒入药或用酒制剂者日益多见，运用与治疗范围日广，疗效颇高，大大丰富了中药的剂型和中
医的治疗手段。
药酒遂成为人们养生保健和临床治病的常见剂型之一。
    在浩瀚如海的中医古籍中，有关药酒养生保健或·临床治病的记载十分丰富，各种各样的药酒秘方
、验方丰富多彩。
现代医家在继承前人对药酒使用经验的基础上，对用药酒养生保健或·临床治病也多有发挥，新的创
见和新创的方法、方剂层出不穷，大大丰富了药酒防病治病的内容。
但这些内容大多散见于各种各样的书籍或报刊杂志中，人们检阅与应用颇不容易，宛如一座有待发掘
及继承发扬的宝库。
    笔者在三十余年临床工作中，对药酒的养生保健及临床治病的作用产生了浓厚兴趣，深感药酒具有
三大优势：一是服用方便，利于长期服用，对慢性患者或身体虚弱需日常加强保健者尤为适宜；二是
可借助酒通经透络、活血行气之性，来达到加强药力、提高疗效的目的：三是制作简单，用药量少，
成本较低。
但是，饮用药酒一定要严格掌握剂量。
李时珍云：“酒，天之美禄也。
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
”精辟指出酒少饮有益、多饮有害的特性。
而对于药酒则应更加严格掌握剂量，万万不可肆意狂饮。
如不注意掌握好饮用量，非但无益，反而易生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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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药酒中文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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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药酒概述药酒的起源与发展药酒，又称酒剂，是在成品酒或酿酒中加入合适的药物，经
过必要的工序，使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溶解在酒里而制成的一种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澄明液体。
其中，制作药酒的酒称基质酒，包括医用酒精、白酒、黄酒、葡萄酒、洋酒等；制作药酒的药物泛指
有医疗保健作用的物质，包括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动物的全体或躯壳、内脏，以及某些矿物
质等。
将酒与医药结合运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创举，至今仍在国内外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药
酒作为中药传统剂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历史源远流长。
在我国古代，“酒”被写成“酉”，“医”的繁体字也从“酉”，说明医药与酒的关系非常密切。
根据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论》考证，在我国古代的甲骨文里，就有“鬯其酒”的记载。
汉代班固认为：“鬯者，以百草之香⋯⋯合而酿之，成为鬯。
”表明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知造酒之法，并将酒与药结合起来运用。
到西周，饮酒越来越普遍，设有专门管理酿酒的官员，即“酒正”，同时设有“食医中士二人”，“
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馐⋯⋯之齐（剂）”。
在这里，“食医”即掌管饮食营养的医生，“六饮”即水、浆、醴（酒）、凉、酱、酏六种物质。
这段记载说明，我国早在周代就把酒纳入了医疗保健品管理。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酒酿制方，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l973年，在湖南长沙发掘马王堆汉墓时出土了一批文物。
其中，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载有30多首药酒方，用以治疗疽、蛇伤、疥瘙等疾病，
提出可以通过“择薤一把，以敦（醇）酒半斗煮沸，饮之”来治疗“胫（痉）病”。
同期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和《杂疗方》虽然多数不完整，但可以辨认出药酒配方、酿制工艺等方面
的记述，其中比较完整的是《养生方》“醪利中”的第二方。
该方包括了整个药酒制作过程、服用方法、功能主治等内容，是酿制药酒工艺的最早的完整记载，也
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史料。
此外，从《养生方》的残存文字中，可以辨识出6个药酒方：①用麦冬（即颠棘）配合秫米等酿制药
酒（原题：“以颠棘为浆方”治“老不起”）；②用黍米、稻米等制成药酒（“为醴方”治“老不起
”）；③用美酒和麦口（文字残缺，不详何物）等制成药酒；④用石膏、藁本、牛膝等酿制药酒；⑤
用漆和乌喙（乌头）等药物酿制药酒；⑥用漆、节（玉竹）、黍、稻、乌喙等酿制药酒。
从《杂疗方》的残存文字中，只能辨识出1个药酒方，即用智（不详何物）和薜荔根等药放入一种叫
做觑的古代蒸器中制成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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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酒，天之美禄也。
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
”　　——李时珍“凡服药酒，欲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得药力。
多少皆以为度，不可令醉及吐，则大损人也。
”　　——孙思邈“酒要半醉，花要半开。
”　　——日本古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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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药酒养生大全》由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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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
”——李时珍“凡服药酒，欲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得药力。
多少皆以为度，不可令醉及吐，则大损人也。
”——孙思邈“酒要半醉，花要半开。
”——日本古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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