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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药的概念

       ■ 中药的炮制

       ■ 中药的性能

       ■ 中药的配伍

       ■ 中药的用药禁忌

       ■ 中药的煎服方法



一、中药的概念

• 中药是在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以后，人们对我国传统医药学
的称呼，是与西医相对而言的。

•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中药
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还有动物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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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中药源于外国
（如西洋参）。

• 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
的范畴。 

         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
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二、中药的炮制

• 中药炮制法是根据中医药传统理论而制定的，是将原药材
进行净选，切制和炮制等制作而制成一定规格的炮制品，
通称为“中药饮片”，以适应中医临床医疗和中成药配制
的需要，保证中医用药质量，使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 中药炮制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Ø 消除或减低中药的毒性或副作用，保证用药安全；（减毒）
Ø 增强药物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增效）
Ø 改变药物的性能或功效，使之更能适应病情的需要；（改
性） 

Ø 使中药饮片达到一定的净度和纯度标准适应于中药制剂的
配制和中药的贮备；（纯净）

Ø 矫味、矫臭，便于服用。（便用）  



三、中药的性能
        中药的性能是中药作用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的高度概括。中药性能又称药性。药性理论
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一般包括：

• 四气五味 

• 升降浮沉

• 归经 

• 毒性







Ø 五味
l 五味一般是指辛、甘、酸、苦、咸五种最基本的滋味。此外还有淡味、
涩味。由于长期以来将涩附于酸，淡附于甘，以合五行配属关系，故习
称五味。

l 味的确定最初是依据药物的真实滋味。 如黄连、黄柏之苦，甘草、枸
杞之甘，桂枝、川芎之辛，乌梅、木瓜之酸，芒硝、食盐之咸等

l 后来由于将药物的滋味与作用相联系，并以味解释和归纳药物的作用。

         例如，葛根、皂角刺并无辛味，但前者有解表散邪作用，常用于治疗
表证；后者有消痈散结作用，常用于痈疽疮毒初起或脓成不溃之证。二
者的作用皆与“辛能散、能行”有关，故皆标以辛味。

         由此可知，确定味的主要依据，一是药物的滋味，二是
药物的作用。



l五味的作用 
ü辛——辛能散、能行，有发散、行气、行血等作   
用。

ü甘——甘能补、能缓、能和，即有补益、缓急止
痛、调和药性、和中的作用。

ü酸——酸能收、能涩，即有收敛固涩作用。
ü苦——苦能泻、能燥、能坚。有清热泻火、燥湿、
通泄下降、坚阴等作用。

ü咸——咸能软、能下，有软坚散结和泻下作用。
ü淡——淡能渗、能利，有渗湿利水作用。



四性 属性     作   用 代表中药材 

 

 温 

 

 阳   祛寒补虚。 

红枣、黄芪、当
归、川芎、龙眼
肉 

 热 祛寒，消除寒症。 肉桂。 

 寒 

 阴 

清热解暑，消除热症
。 

金银花、黄连、
大黄、生地黄。  

 凉 降火气，减轻热症。 薏仁、菊花、西
洋参、罗汉果。 

四气 、五味作用的总结 



五味   作  用 对应器官 代表中药材 

 辛 能活血行气，发散
风寒。

  肺 

薄荷、木香、
川芎、小茴
香、紫苏、
白芷、花椒、
肉桂 

 酸 

能生津开胃，收敛
止汗，帮助消化，
改善拉肚子症状。 

  肝 

乌梅、五倍
子、五味子、
山楂、山茱
萸。 

 

 甘 

补虚止痛，缓和药
性，调和脾胃系统   脾 

人参、甘草、
红枣、黄芪、
淮山、薏仁、
熟地黄。 



 苦

具有清热泻火、降
火气、解毒、除烦
燥等作用。 

  心 

黄连、牛黄、
杏仁、大黄、
枇杷叶、黄
芩、厚朴、
白芍。 

 咸 

泻下通便、软坚散
结、消肿，多用于
大便干结，消除肿
瘤、结核。 

  肾 

芒硝、牡蛎、
壁虎、石决
明。 

(续前表)



• 中药的升降浮沉
Ø 升降浮沉，指的是药性的趋向。
         升是上升，降是下降，浮是发散，沉是清利。
         凡升浮的药物，都主上行而向外，有升阳、解表、散寒等作用；凡
沉降的药物，都主下行而向内，有潜阳、降逆、收敛、清热、渗湿，
泻下等作用。  

Ø 药物的升降沉浮的特性，与药物的气味、质地轻重有关。
         凡味属辛甘、性属温热的一类中药，大多数能升，比如麻黄、桂枝；
味属苦咸；性属寒凉一类的药物，大多数沉降，比如牡蛎、大黄。花、
叶及质量轻的中药，大多能升浮，比如辛夷、升麻；果实种子及质量
重的中药，大都能沉降，如枳实、熟地、磁石。  

Ø 升降浮沉这一特性为临床用药的一大原则 。
         病在上、在表宜用升浮药；病在下、在里宜用沉降。病势上逆者，
宜降不宜升；病势下陷者，宜升不宜降。 

Ø 中药的升降浮沉作用，是随炮制或配伍的不同而转化。
         如酒炒则升，姜制则散，醋炒则收敛，盐制则下行。在复方中，少
量升浮药物与多量沉降药配伍时会呈现下降特性；而少量沉降药物与
多量升浮药配伍时会呈现上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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