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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的发展，中西药联用在治疗上也日益广泛应用。中西药联合应用起到了

捉高治疗效果，缩短病程，降低毒副作用，取长补短的作用。其以见效快、早和安全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临床体系。但是不合理的中西药合用，配伍则可使药效降低或消失，

毒副作用反应加强，引起药源性疾病，在临床上中西药合用应特别注意与谨慎，尤其是西医师用中

药，对中药的性能不太了解，缺乏中医理论知识，常出现一些问题，具初步统计，医师开西药又开中

药的总数可达50％以上，长期吃西药的患者又增中药用于其它疾病的高达60％以上。因而出现了很多

想象不到的问题，引起了药师们高度重视，现分几方面阐述单用中药和中西药合用的配伍情况。 

1  有毒性的中药 

   有很多人认为中药平和无毒，怎么用也出不了大问题，其实不然，中药也有剧毒药品，中医学认

为是药三分毒，对一些中药已明确表明有大毒，如：砒霜、乌头(生)、附子(生)等等，在应用时一定

要审时度势，同时考虑中药的十八反，十九畏。 

2  用药不当而引起中毒 

   中药的毒性是药物性能的一方面，它的概念可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之毒性是指药性所偏

之毒，每种中药都有相应偏性；狭义之毒是药物的副作用，无毒的中药使用不当也可引起中毒。 

2．1  人参 

   人参为大家公认的补益药，尤以补脾肺之气为主，用于阳虚气虚的病人，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

如人身体强壮，无气虚者长期服用则会出现口干，鼻出血，失眠等中毒症状。有一位70余岁的老太

太，因感冒发烧三天不退，孙子很孝顺，认为奶奶烧了几天肯定很虚，就买了半斤红人参煎成独参

汤，供奶奶调养身子，结果导致体温更高、休克、死亡。 

2．2  蜈蚣 

   蜈蚣以条为单位，大条和小条重量差2-3倍，以致病人用蜈蚣量过大导致肾功能衰竭。 

3  中西药不合理联合应用引起毒副作用 

3．1  甘草 

   甘草在中药处方中用量和用药频率很大。甘草含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物质，与水杨酸衍生物配伍

时会加重对胃肠道的刺激，诱发消化道溃疡。甘草与降压药利血平、奎宁合用可发生药理性拮抗，降

低降压效果，或加重高血压病情。甘草与利尿降压药合用，减弱利尿降压效果，并促进钾的排泄，出

现肌无力、心律失常反应。甘草与地高辛同用，可使地高辛中毒率增加。甘草与阿司匹林同用可增加

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对胃黏膜刺激加重，可加重溃疡病人的病情，甚至引起消化道出血。甘草

与氨体舒通合用，可竞争靶器官，降低氨体舒通的利尿作用。甘草与氯胍酸，诺氟沙星合用可使胃内

PH值升高，吸收减少，降低疗效。含有甘草成分的中成药主要有：VC银翘片、瓜霜退热灵、羚翘解毒

丸、小柴胡颗粒、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软胶囊、藿香正气软胶囊、龙胆泻肝丸、小青龙颗粒、痰咳

净片(粉)、蛤蚧定喘胶囊、固本咳喘片、桂龙咳喘宁、十香返生丸、补中益气丸、香砂六君子丸、八

珍冲剂、玉泉丸、龙牡壮骨丸、血府逐瘀胶囊、舒肝止痛丸、滞胃痛颗粒、偏瘫复元丸、尿毒清颗粒

等。甘草及含甘草成分的中药与部分西药联用，会产生相互作用，导致毒副作用，见表1。 

表1  甘草及含甘草中成药与西药联用时的毒副作用 



 

3．2  麻黄 

  麻黄为常用药，不宜与洋地黄、地高辛、毒毛旋花子K配伍应用。麻黄中含有麻黄碱对心肌有兴奋

作用，可明显加快心律。麻黄碱与强心甙类药物产生药理性配伍禁忌，可增强强心甙对心肌的毒性，

导致心力衰竭。麻黄与含有麻黄的中成药与复方降压片、痢特灵、优降宁、异烟肼合用产生拮抗作

用，可引起头痛、头昏、恶心、呕吐、腹泻、呼吸困难、心力不齐、运动失调或心肌梗塞，甚至可引

起高血压危象、脑溢血等。麻黄与氨茶碱合用均有松弛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但作用环节不同。麻黄

碱加强支气管组织中环磷腺苷，激活细胞膜上的腺苷酸环化酶。催化三磷酸腺苷形成。氨茶碱通过抑

制细胞内破坏环磷腺苷的磷酸二酯酶的活性，而提高细胞内环磷腺苷的含量。二者合用可引起恶心呕

吐、心动过速、震颤、头痛、头昏及心律失常。中成药中有麻黄成分的有：感冒软胶囊、防风通圣

丸、通宣理肺口服液、小青龙颗粒、京制咳嗽痰喘丸、疏风定痛丸、追风透骨丸、连翘败毒丸、鹭鸶

咳丸等。麻黄及含麻黄成分的中药与部分西药联用，会产生相互作用，导致毒副作用，见表2。 

表2麻黄及含麻黄中成药与西药联用时的毒副作用 

 

3．3  丹参 

   丹参为常用中药，中成药中含有丹参成分的有：丹参片、丹参滴丸、丹参酮、乐脉颗粒、心可舒

片、消栓再造丸、血栓心脉宁胶囊等活血化瘀方中常见。因为丹参中含有丹参酮甲、乙、丙与阴丹参

酮介子结构上羟基氨酮氧可提供孤对电子，产生络合反应形成鳌合物是和抗酸药物配伍而形成。因而

不宜与抗酸药物合用，以避免降低丹参的生物利用度，影响疗效。 

   丹参为活血化瘀首选药，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病，其制剂也由单纯汤剂发展为片剂、滴丸、有效

成分制剂、注射剂，但与抗癌药、止血药、阿托品不宜同用，可降低止血药的疗效，与抗癌药同用有

助于癌细胞的扩散与转移。 

   丹参制剂与胃舒平可形成丹参酚一铝络合物，不易被胃肠道吸收。丹参酮具有拮抗雄激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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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雄激素合用会降低活性影响疗效。士的宁、麻黄碱、山梗菜碱、维生素B，B。与丹参合用，因丹参

水溶性成分具有鞣质的特性，而产生沉淀，降低吸收率，影响疗效。 

   葡萄糖静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中加入丹参注射液混合液的微粒数增加，可能与中药注射液有关，

存在不溶性微粒，PH值等，产生不良反应。 

3．4  人参 

   人参与含人参的中成药不宜与鲁米那、水合氯醛等镇静止痉药合用，可加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

制作用，而发生危险。也不宜与阿司匹林合用，可使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加强对胃黏膜的刺

激，而引起消化道出血。 

4  应力求中西药配伍安全、合理、有效 

   随着中西医结合的广泛开展和深人，中药西药联合应用现象也日趋广泛应用于临床。必须对其有

足够的认识，临床医师和药师应提高用药水平，掌握中医和医药知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西药的配

伍，使其更趋安全、合理、有效，这有待于我们的不断探索、总结、提高。 

5  结论与建议 

   临床实践充分证明，中西药合理联用能起到协同作用，取得很好的临床效果。只有中国才有其独

特的医疗手段。相信随着人们对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今后定能有新的进展，取得质的飞跃，为全世

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西药合用在临床上日趋广泛，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不良反应也十分复杂，为了更好的搞好中

西医结合，中西药联用，应做以下 

工作： 

   (1)要求临床西医师和西药师学习中医、中药理论。中医师和中药师学习西医和西药知识。以科学

的态度对待每一种药和每一张处方。 

   (2)了解中西药的处方组成，含有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理化性质，以便灵活运用。 

   (3)医师与药师沟通，建好病历，开展用药咨询，用药监护，培养中西药临床药师队伍，发展专业

优势。 

   (4)医学会、药学会联手制定中西药联用手册，对联用效果好的，不良反应少的，有协同作用的联

用药物编写成册及不宜联用的也编写成册，并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以指导临床用药。 

   总之要抽出人力、物力，不断的，大胆的探索、总结，为临床病人提供安全、合理、有效、科学

的用药而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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