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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养生祛百病》

前言

我国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中药知识。每种中
药都有其独特的性味与功效，有些中药是治疗某些疾病的佼佼者，有些完全没有毒副作用而被用来养
身健体，延年益寿。几千年来，中药为人类的繁衍和百姓的身体健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药养生
祛病有它独特的优势，不仅在于中药的安全与廉价，很多西医无法根治的疑难杂症，使用中药后都会
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在延年益寿方面，中药的贡献更是不可估量，很多具有补益作用的中药成为
人们家中必备甚至礼尚往来的新宠儿。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重介绍中药的性能、配伍、及用
药常识，包括药材的存放、煎取方法、服药禁忌，让您了解中药养生常识，准确有效的使用中药。下
篇从常见疾病人手，详细介绍了治疗每种疾病的常用药材，针对性非常强。内容包括药材的形态特征
、性味功效、良品辨识。在选取常用处方的同时，还增加了美味的药膳，使良药不再苦口。最后一章
还介绍了各种养生功能的对应中药，便于读者查找与实践。    希望本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健康与长寿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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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五味    味，就是药物的滋味。五味，即辛、甘、酸、苦、咸。    有些药物具有淡味或涩味，也就
是说药物的滋味实际上不止五种，但是，五味是最基本的五种滋味，所以仍然称为五昧。不同的味有
不同的作用，味相同的药物，其作用也有相近或共同之处。至于其阴阳属性，则辛、甘、淡属阳，酸
、苦、咸属阴。综合历代用药经验，叙述其作用如下。    (1)辛味药：有发散、行气、活血的作用，一
般治疗外感表证的药物，如桂枝、紫苏叶、薄荷等，治疗气滞证的药物，如香附、陈皮等，治疗瘀血
阻滞的药物，如川芎、红花等，都有辛味。    (2)酸味药：“能收能涩”，有收敛、固涩的作用，并能
生津开胃、收敛止汗。一般具有酸味的药物多用于治疗虚汗、泄泻等，如山茱萸、五味子涩精敛汗，
五倍子涩肠止泻。    (3)苦味药：“能泄能燥能坚”，有泄和燥的作用。“泄”的含义甚广，有指通泄
的，如大黄，适用于热结便秘：有指降泄的，如杏仁，适用于肺气上逆的喘咳；有指清泄的，如栀子
，适用于热盛心烦等。至于“燥”，则用于湿证，湿证有寒湿、热湿的不同，温性的苦味药如苍术，
适用于前者，寒性的苦味药如黄连，适用于后者。此外，前人的经验中，认为苦还有坚阴的作用，如
黄柏、知母用于肾阴虚亏而相火亢盛的痿证，即具有泻火存阴(坚阴)的意义。    (4)咸味药：“能下能
软”，有软坚散结、泻下的作用。多用以治疗痰核、痞块及热结便秘等，如瓦楞子软坚散结，芒硝泻
下通便等。    (5)淡味药：有渗湿、利尿的作用。多用以治疗水肿、小便不利等，如通草、茯苓、薏仁
等利尿药，皆有淡味。    三、  归经    归经是指某种药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的病变能起主要治疗作用。如
麻黄发汗平喘，能治咳嗽气喘的肺经病，故归人肺经；芒硝泻下软坚，能治燥结便秘的大肠经病，故
归人大肠经；天麻祛风止痉，可治手足抽搐的肝经病，故归入肝经。    归经是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
础，以所治具体病证为依据来确立的。因为经络起着沟通人体表里内外的作用，生理上相互协调，发
病时也相互影响。所以，表证可以影响到脏腑，里证又可反映到体表。通过系统的归纳分析，四诊合
参，确定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通过药物的治疗作用，便可得出归经所在。    掌握归经理论，有助于
提高用药的准确性。但运用归经理论，必须考虑到脏腑经络间的关系。由于脏腑经络在生理上相互关
联，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因此，在临床用药时往往不单纯使用某一经的药物。还须注意的是，勿将中
医脏腑经络定位与现代医学的解剖部位混为一谈。再者，归经所依据的是用药后的机体效应所在，而
不是指药物成分在体内的分布。    四、升降沉浮    浮沉是指药物在体内发生作用的趋向，基本可概括
为“升浮”和“沉降”两个方面。    药物升降浮沉的性能与药物本身的性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能升
浮的药物大多具有辛、甘味和温、热性；能沉降的药物大多具有酸、苦、成、涩味和寒、凉性。所以
，李时珍曾经指出：“酸成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  一般的规律是，升浮药的作用趋
向为向上、向外，具发表、散寒、升阳、催吐等功效，能治疗病位在表(如外感发热)、在上(如呕吐)
．病势下陷(如脱肛、内脏下垂)的病症；沉降药的作用趋向为向下、向里，具有潜阳、平逆、收敛、
渗利、泻下等功效。能治疗病位在里(如热结便秘)、病势上逆(如肝阳上亢的眩晕)的病症。    有少数药
物的作用趋向表现为“双向性”，即既能升浮，又可沉降，如麻黄既能发汗解表，亦可平喘利尿。    
炮制和配伍也是影响药物升降浮沉的主要因素。炮制时液体辅料的添加可以影响到药物原有的升降浮
沉性质，如酒炒(炙)则升、姜汁炒则散、醋炒则收敛、盐水炒则下行。在配伍用药时，配伍药物的升
降浮沉性质，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性属升浮的药物与较多主沉降的药物相配伍时。以用量大、
药味多的药性为主，少数药物的升浮之性可以受到一定的制约；反之，性属沉降的药物与较多主升浮
的药物相配伍时。其沉降之性也可能被抑制。故李时珍说：“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掌握有关影响
因素可以更好地了解药物的作用，为临床选用、炮制和配伍用药提供依据。    药物毒性是指一些药物
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总认为中药没有毒，其实不然。由于药物
的气味有厚薄，因而作用有强弱，从这一点来看，中药也可以分为大毒、常毒、小毒和无毒。    传统
中医对于有毒和无毒的药物在使用上是有规则的。大毒药物用到病去6／10时，即停止，常毒药物用到
病去7／10，小毒药物用到病去8／10，即使是无毒的药也用到病去9／10时就立即停止。用得过分，反
会损害正气。剩余的一分病，要用谷类、肉类、果类和蔬菜类日常饮食来调养，如果用谷、肉、果蔬
而不能尽除时，再按病邪程度用药物治疗。在用药期间，还要观察气候，适应生、长、收、藏的天地
常道等。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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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中药知识。每种中
药都有其独特的性味与功效，有些中药是治疗某些疾病的佼佼者，有些完全没有毒副作用而被用来养
身健体，延年益寿。几千年来，中药为人类的繁衍和百姓的身体健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药养
生祛百病》(作者高景华)分为上下两篇，介绍中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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