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常用中药配伍及禁忌示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常用中药配伍及禁忌示例>>

13位ISBN编号：9787506747011

10位ISBN编号：7506747014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中国医药科技

作者：马子密

页数：2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常用中药配伍及禁忌示例>>

前言

　　陈嘉谟·《本草蒙筌》言：“治病在药，用药由人。
切勿索骥按图，务须活泼泼地。
先正尝日：医无定体，应变而施。
药不执方，合宜而用。
”陈氏所言，道出中医辨证施治的根本原则，那就是要深刻体悟药性，临证活学活用。
　　然而，自《神农本草经》以下，关于中药药性的历代论著，可谓浩如烟海。
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之中药学教材，又失于过度概括和抽象。
尤其对于接受中医药基础教育的大专院校的初学者而言，孤立地学习某味药具有某种概括性的功效，
又极易造成机械理解和应用，“索骥按图”，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实际上，大多数中药都具有多方面的药性功效。
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其药性，从而在临床中恰如其分地与其他药物配合使用。
这是每一位中医临床者所必须面对的临床现实，也是每一位中医临床者所期望达到的临床状态。
笔者认为，从历代先贤的遣药配伍示例入手，潜心观察、细心体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另外，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医疗、保健意识和需求的不断提高，不仅对于
西药的合理使用，而且对于中药的处方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科学用药、安全医疗，逐渐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医学社会学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现代中医临床者而言，就意味着不仅要熟知每一味中药“怎么用”，而且要明晰“不能
怎么用”，也就是一个中药的使用禁忌问题。
　　关于中药的毒、副作用，大致有两种极端且对立的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
中药大多为草根树皮，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可以随意服用；也有人认为，中药的毒、副作用被长期
忽视，甚至自古以来就没有被中医药使用者研究、重视，其实已经误服误治，而医患双方均不自觉，
几千年来杀人于无形，进而得出中医药是“伪科学”、中医药应该被“废除”之类的荒谬结论。
笔者相信，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稍有正常逻辑思维者自然会得出一个客观的评判，尤其对于后者之观
点。
　　其实，中药学自《神农本草经》始，即有每一味中药的四，气五味对应阴阳寒热温凉之论，药物
的使用都要遵循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八纲）原则，禁止热证投以甘热药，寒证投以苦寒药，实证投以
补益药，虚证投以攻伐药，所谓“虚虚实实”之戒。
自《神农本草经》以来，历代本草学家和临床学家结合大量的中医临床实践（经验和教训），对于大
多数临床常用中药的药性和配伍禁忌都有多角度、多层次的总结和论述，其中不乏著书立说者，以流
传后世而警雹后学。
在这些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无论单味药物的毒性及炮制解毒，还是配伍后的相生相克、相畏相反，都
有明确的、反复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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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共收录了17类307味临床常用中药，援引了近106部历代本草学、中医学名著，并参阅了若干
现代中医学刊物，力求广征博引。
每味药物除了简单说明其性味归经和功效外，主要包括两部分：【配伍示例】及【遣药禁忌】。
本书的编写立足于中药药性的探索，希望从配伍与药性、遣药与禁忌两个视角，对临床常用中药进行
整理和归纳，试图提供比较全面而集中的相关信息，读者可以通过本书集中研习，开卷有益。
适合所有中医药使用者和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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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孟英·《温热经纬》：幼科一见发热，即以柴葛解肌，初不究其因何而发热也。
表热不清，柴葛不撤，虽肝风已动，犹以风药助虐，亦不慎乎。
此叶氏所以有劫肝阴、竭胃汁之切戒也。
　　汪昂·《本草备要》：若病在太阳，服之太早，则引贼入门；若病入阴经，复服柴胡，则重虚其
表，最谊详慎。
阴虚，火炎气升者禁用。
外感生用，内伤升气，酒炒用根；中及下降用梢；有汗咳者蜜水炒。
　　张璐·《本经逢原》：若劳在肝胆、心包络有热，或少阳经寒热，则柴胡为必用药。
劳在脾胃者不可用。
东垣补中益气用之者，乃引肝胆清阳之气上行，兼升达参、芪之力耳。
柴胡为少阳经药，病在太阳，服之太早，则引寇人门。
病在阴经用之，则重伤其表，误人不可胜数。
其性升发，病人虚而气升者忌之，呕吐及阴火炎上者勿服。
若阴虚骨蒸服之，助其虚阳上逆，势必耗尽真阴而后已。
奈何操司命之权者，多所未悟也。
　　张志聪·《本草崇原》：柴胡乃从太阴地土、阳明中土而外达于太阳之药也。
故仲祖《卒病论》言：伤寒中风，不从表解，太阳之气逆于中土，不能枢转外出，则用小柴胡汤达太
阳之气于肌表，是柴胡并非少阳主药，后人有病在太阳，而用柴胡，则引邪入于少阳之说，此庸愚无
稽之言，后人宗之，鄙陋甚矣。
　　严西亭，等·《得配本草》：太阳病，用此引盗入门。
病入阴经，用此重伤其表。
病在肝肾，用此经络不合。
阴虚火动痰喘，宜清不宜升。
虚寒呕吐，愈升删愈吐。
五者皆禁用。
《本经》柴胡并未言及治劳，而劳热证误用之，害人不浅。
然有一种虚劳，复受邪热，因邪热而愈成劳损者，柴胡在所必需。
今人知劳热禁用之论，概不敢使，此又不知权变者也。
　　邹澍·《本经疏证》：即是思之，则柴胡为用，必阴气不舒，致阳气不达者，乃为恰对，若阴气
已虚者，阳方无依而欲越，更用升阳，是速其毙耳，可乎？
故凡元气下脱，虚火上炎，及阴虚发热，不因血凝气阻为寒热者，近此，正如砒鸩矣。
　　周岩·《本草思辨录》：柴胡升少阳而使适于中，则少阳自遂其生生之性而脾肺悉受其荫，此即
十一经取决于胆之谓也。
东垣以柴胡为升阳明之清气，而后人遂沿其误，治本草者盍深究之？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神农本草经》柴胡主寒热，山茱萸亦主寒热。
柴胡所主之寒热，为少阳外感之邪，若伤寒疟疾是也，故宜用柴胡和解之；山萸肉所主之寒热，为厥
阴内伤之寒热，若肝脏虚极忽寒忽热，汗出欲脱是也，故宜用山萸肉补敛之。
二证之寒热虽同，而其病因判若天渊，临证者当细审之，用药慎勿误投也。
柴胡为疟疾之主药，而小心过甚者，谓其人若或阴虚燥热，可以青蒿代之。
不知疟邪伏于胁下两板油中，乃足少阳经之大都会，柴胡能人其中，升提疟邪透膈上出，而青蒿无斯
力也；若遇燥热者，或热盛于气分者，不妨多用润燥清火之药佐之。
是以愚治疟疾有重用生地、熟地治愈者，有重用生石膏、知母治愈者，其气分虚者，又有重用参、芪
治愈者，然方中无不用柴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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