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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药毒性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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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的祖先在临床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一些药物对人体有毒，将中药毒性分为大毒、

有毒、小毒3级,并认为中药毒性有广义之毒和狭义之毒之分。近代，人们对有毒中药的毒

性成分及中毒机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中药肾毒性的认识。影响中药毒性的因素较

多，主要有品种、炮制、剂量、配伍及环境等因素。要防止中药的毒性作用，一方面需加

强药政管理，另一方面要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医务人员对中药毒性的认识，同

时要让患者掌握正确的煎煮及服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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