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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药海（精华本）》是一部大型中医中药学综合性工具书。
    全书约480万字，共介绍我国常用中药751味，古今选方7000余首；内容上分为解表药、清热药、泻
下药、祛风药、祛湿药、利水药、温里药、理气药、消食药、驱虫药、止血药、活血药、止咳药、安
神药、熄风药、开窍药、补益药、收涩药、涌吐药、外用药及其他，共20大类；每味药详细介绍其药
物名称（含拉丁用名）、药物基原、栽培采集、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加工炮制、性味归
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宜忌配伍、方剂制剂、各家学说，共13项；卷末附《药物名汉字笔画索引
》和《药物拉丁用名索引》。
    本书集常用中药之大成，对于广大中医中药工作者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本书的编写，还得从《中华药海》说起。
    20世纪90年代初，鉴于中医中药文献资料分散的状况，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同志提议编写一部
系统反映我国中医中药学的综合性工具书——《中华药海》，并指定我负责主编工作。
在崔月犁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全国众多中医专家、中西医结合专家通力合作，分目编写，最后由主编
修改审定。
《中华药海》于20世纪90年代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先后再版四次，皆已售罄。
该书载药84。
0余味，参阅古代本草150余种，旁及医籍方书、经史百家有关书籍1000余种，广收1820年至1993年国内
外中药本草文献资料，是中医药发展史上的划时代巨著，并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中华药海》出版后，许多业内人士反映，该书资料丰富，但相当一部分中药临床已很少使用或基
本不用，而且部头太大，查阅起来不甚方便.建议再编写一部精华本。
根据建议，我又组织编写了这部《中华药海（精华本）》。
精华本在东方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历经4年，终于完稿。
    较之《中华药海》，《中华药海（精华本）》的体例仍保持前者的特点，但编排做了较大调整，且
对每味药的介绍内容做了修订，基本达到资料丰富、通俗易懂、查阅方便、科学实用。
    由于水平所限，加之文献资料版本等方面的原因，书中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
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药海>>

作者简介

冉先德，四川人，中国著名中医药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冉氏医学流派
第七代传人。
从事中医药学研究、临床、教学五十余年，主要著作有：《白话中医古籍丛书》、《中华药海》、《
冉雪峰医著全集》、《冉氏释名本草》；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皆为业务骨干。
其父冉雪峰（1878～1963）系现代中医药学界泰斗，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南冉（雪峰）北张（锡
纯）”之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药海>>

书籍目录

前言凡例条目分类目录正文药物名汉字笔画索引药物拉丁用名索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药海>>

章节摘录

插图：2.阳虚内热者忌服。
《本草纲目》日：“食姜久，积热患目，凡病痔人多食兼酒，立发甚速，痈疮之多食则生恶肉。
”《本草经蔬》亦日：“久服损阴伤目，阴虚内热，阴虚咳嗽吐血，表虚有热汗出，自汗盗汗，脏毒
下血，因热呕恶，火热腹痛，法并忌之。
”《随息居饮食谱》则日：“内热阴虚，目赤喉患，血证疮痛，呕泻有火，暑热时症，热哮大喘，胎
产痧胀及时病后，痧痘后均忌之”。
《配伍应用》1.配大枣生姜味辛行气而散寒发表；大枣味甘合营。
生姜、大枣合用，所谓辛甘发散为阳，其意在于刚柔相济，能行脾胃津液调和营卫，治营卫不和之症
，多做为引药。
成无己日：“姜、枣味辛甘，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药中用之，不独专于发散也”。
《本经疏证》亦日：“大率姜与枣联，为和营卫之主剂。
”2.配茶叶生姜达肺经，发表除寒，横行有效，入胃腑，温中止呕，辛热多功；茶叶苦甘微寒，清心
降火，涤垢除烦，消食行痰，解腥止渴。
两药合用，寒温并调，消食止痢。
《本草纲目》载：“扬士瀛日，姜能助阳，茶能助阴，二物皆消散恶气，调和阴阳。
且解湿热及酒食暑气之毒，不问赤白，通宜用之。
”3.配半夏半夏偏于降逆祛痰；生姜偏于散水止呕。
两药合用，一降一散，共奏祛痰涤饮之效。
《卫生宝鉴》日：“与半夏等分，治心下急痛。
”4.配桂枝桂枝辛甘温，功专解肌祛寒，温经通阳；生姜辛而微温，也具发汗解表之功。
二者相须合用，以加强发汗作用。
桂枝与生姜又均可走里，以生姜温胃散寒，蠲除水饮为主，桂枝温通阳气为辅，配对合用，有较佳的
温散胃中寒饮之功。
《绛雪园古方选注》日：“生姜佐桂枝，散外固表并施，是行阳气而实卫。
”5.配陈皮生姜温胃涤饮，降逆止呕；陈皮性温，下气止呕。
两药合用，即《金匮要略》的橘皮汤，有温胃止呕之功。
6.配白芍白芍味酸苦，性微寒，其酸走肝，顺血脉而行血海，专调妇人经、胎、产诸疾；生姜辛散温
通，入气则行气导滞，入血则破血逐瘀。
生姜之温能制白芍之寒而为温通，白芍得生姜辛窜之助，调经之中又能行血，二者合用，具有温经止
痛之功效。
《本草纲目》载：“与芍药同用，温经散寒。
”7.配山栀山栀苦大寒；生姜辛微温。
两药配伍，一苦一辛，辛开苦降，和胃止痛效佳；生姜之温可缓山栀大寒性，以免伤中，又能防病气
格拒起反佐作用。
二者相济，清胃火，降逆气，止疼痛之功颇著。
8.配竹茹生姜温中化饮以止呕；竹茹清热和胃降逆而止呕。
两药合用，和胃止呕，调中降逆，治寒热互结，胃气上逆之呕吐不止，使寒热解，胃气降则呕呃自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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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药海(精华本)》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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