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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药和西药 

一、 中药和西药 

自 1840 年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的医药学专入中国后中 

国才有中医药学和西医药之称谓。其在防治疾病中，很快显示了优势作

用方面，尤其弥补了中医药学的一些不足之处。故很快传播开来，并成

为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医药学理论体系。面对此况，中国的中医药学工作

者，陆续对西药学进行研究，力求吸收之，以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学，提

高防治疾病的能力和水平，逐渐形成和出现清朝末年年和民国初年的中

西汇通派医药学，此即为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开始，并涌现出一批代表性

人物。此段时间，有一批中西汇通类医药学著作问世：张锡纯的名著

《医学衷中参西录》尤涉及药物学内容较多，至今被人们瞩目。此阶段

吸收西医药的研究工作特点为中医药学工作者的自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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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药 

中医中药的名称，是 20 世纪内才出现的。与其他科学技术

一样，直到新型的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之后，才有了中西医药之

分，中医药和西医药，是相对而言的；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中西

医药共存共荣的兴旺局面，世界上尚无先例。所以，中医药作为

全人类医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了解它的历史地理。 

中药是中医所用的药物，以植物为最多，也包括动物和矿

物。在中医，草本植物的用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熬的，一种是做

成药丸。第一种方法常常被中国人用，可外国人却认为这种方法

很不方便他们就不喜欢。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天然药物，绝大多数

都是无毒或毒性很小，有些甚至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对

身体一般不会产生大的不良影响，这就是中药最大的优点。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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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点：没有经过提纯，用量偏大，煎药费时， 味苦难喝，不利

于抢救紧急病人。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除了植物药以外，动

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

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炮制是指药

物的加工过程。中药来源于植物、矿物和动物，其中不少品种必

须经过炮制才能应用于临床，尤其是具有刺激性和有毒的品种，

若不经过炮制或炮制不当，就可能产生副作用或中毒现象。药物

效力的发挥，首先决定于药物本身的作用，其次，同炮制也有直

接关系。经过炮制的中药，更有利于药效的发挥，能减低药物的

刺激性和毒性，有时还增加和改变某些性能，更好地适应临床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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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药 

西药是西医所用的药物，通常用合成的方法制法，或从天然

产物中体制，如阿司匹林，碘酊，请毒素等。西药即为有机化学

药品，无机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 看其说明书则有化学名，结构

式，剂量上比中药精确，通常以毫克计。西药最初时也大多是从

天然药物中提纯出来的，但到了近代，则绝大多数是用化学方法

提纯或合成的。西药的优点是：它有用量小，方便，尤其是对须

要抢救的危重病人，效果就更 为明显。 

西药是分子级、原子级甚至是量子级（射线疗法）物质，十

分细微，比细胞小得多，容易进入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这就改变

了细胞的组成、结构，因此也就 是改变了细胞的性质、功能。因

为只能够进不能够出，就造成了不可逆性的后遗症。西药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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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药性）成分单一，波形狭窄尖锐，在调和病气的同时容易成

为新 的病气，产生副作用。 

二、 中药和西药的差别 

医多以生物为药，西医则以非生物为药，这是有本质差别

的。中药是绿色药物，符合自然法则，必将成为未来医药的主流

药物，逐渐取代具有污染性、副 作用、不可逆后遗症的西药。西

医是以药物成分辨药的，而由于精的无限性特点（有无限多

种），故西药要经过长期的复杂的试验才能找到适合某病的药

物。 

西药是单个化学成分的合成物，中药是天然植物/动物/矿

物，每一味均含有过千上万种化学成分，经配方的中药处方就可

想而知了。但是正是这样，中药的疗效是通过多靶点而起作用，

因此，具有多重作用，包括调节作用，所以相对而言，中药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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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较小。 西药是典型的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而且毒副作用

及后遗症较大，一般在短期内感觉不到。 

三、 中药和西药相互作用 

中西药相互作用药物相互作用是指药物受合用、或先后使用

的其他药物、内源性化学物质、附加剂或食物等影响,而使药效发

生变化的现象,还包括合用药物在体内影响临床检查结果。药物相

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使药物的作用增强，以致出现毒性反应；也

可能使药物的作用减弱，甚至消失。利用药物相互作用，除提高

疗效，减少毒副作用外，也可进行药物中毒的解救，防止耐药性

的出现，因而受到众多医药工作者甚至用药者个人的关注。药物

相互作用研究是一种应当持续不断、逐渐广泛深入开 展的工作，

对提高医疗质量，安全有效地联合用药极为重要。目前，随着中

西医结合事业的兴起，中西药物联合并用的机率越来越高。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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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联合组方的制剂不断 问世，剂型日益增多，因此，重点探讨

中西药物联用而产生的不良反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