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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剂是指药材加水煎煮去渣后所得到的

液体剂型。这种剂型在我国商朝时期出现延

用至今，经长期的临床实践，形成一套完整

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汤剂具有诸多优点：①根据患者病情变

化和中医辨证论治进行加减化裁；②汤剂中

的各味中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提高临床

效果；③汤剂多为液体制剂，内服后吸收快，

能迅速发挥药效，以水为溶媒，对人体刺激

性较小。因此，现今社会仍有很多患者选择

汤剂进行疾病的治疗。但喝中药也是有很多

讲究的，如果服用方法不对会影响药效，服

用方法对了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对

几种常用中药汤剂的服用方法、服用时间及

食物禁忌进行介绍。

服用方法

分服法 是将一剂药液分 2~3 次服毕，

使药物在体内维持适宜的血药浓度，达到治

疗的作用。该服法是罹患四时感冒及一般性

疾病等轻微病势的标准服法。另外，慢性病

人采用的补益剂，亦采用这种服法。

顿服法 指将一剂药液一次服完。多用于

重病或者肠胃病患者，此服法的目的在于使

药物在不伤正气的情况下，集中药力迅速发

挥药效，从而迅速控制病情，如驱虫药、通便、

活血化瘀类中药。

连服法 在短时间内连续服用数剂药液。

本法的目的在于在短时间内连续给药，使其

尽快达到较高的药物浓度，以便尽快发挥疗

效，如高热、中风及病情较重者。

频服法 将一剂药液少量多次服用。一般

咽喉、口腔疾病，或肺部感染病变等皆用此法，

例如能降气平喘、袪痰止咳的“苏子降气汤”，

及主治风寒外束、痰涎壅盛的“定喘汤”等，

就是采用服药时间不拘时候、徐徐服用的频

服法。此外，婴幼儿胃内容积小，且不易灌喂，

也可采用频服法。因此，患者在服用汤剂时

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用药。

服用时间

空腹服 服药时间为早晨未进食前服药。

如驱虫药，空腹服药可使药物在肠道内容易吸

收，浓度也较高，不会与食物混合，这样有利

于迅速杀灭肠道内的虫体。补益药多甘温厚味，

空腹服用能够使药物更好被胃肠道黏膜消化、

吸收，达到最佳的滋补作用，但不刺激胃黏膜。

饭前服 服药时间一般在饭前30~60 min

服药。病在下焦，如肠道疾病，则需要胃在排

空状态下，药液迅速被稀释进入肠道，较快地

发挥作用；如肝肾虚损或腰以下疾病，其病位

在胸腹以下，为使药性容易下达，也需饭前服。

饭后服 服药时间一般在饭后 15~30 min

服药。中医认为，病在上焦，为使药效有效

停留于上焦，则需饭后服；对于有胃病或无

法耐受中药刺激性的患者，为减少药物对胃

部的刺激性和服药不适感，应饭后服用。

睡前服 服药时间一般在睡前 15~30min

服药。如安神药，于临睡前服用可使入睡前

血液中药物浓度达高峰，安神镇静之力最强。

因此，服药时间要根据病情和药物的性

质来确定，以尽量发挥药物的预防治疗作用，

减少不良反应。

食物禁忌

忌饮浓茶 茶叶里含有鞣酸(尤其浓茶)，

与中药同服降低临床疗效，严重者可引起腹

部不适，出现腹胀、腹泻等临床症状。

忌食萝卜和绿豆 服用补益类中药的时候

吃萝卜会影响补益类药物药效的发挥；绿豆

味甘性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还可以消

除暑湿，其有助缓解体内燥热，而治疗脾胃

虚寒的患者，服用绿豆影响药效的发挥。

忌辛辣、油腻之物 辛辣食物有刺激性，

会刺激肠胃，影响药效吸收，不利于病情的好

转，尤其服用清热败毒、养阴增液、凉血滋阴

等中药。油腻食物会使患者舌苔增厚、肝火旺

盛、胃肠胀气、消化不良，会导致患者疾病的

病情恢复缓慢。因此，在服用中药时应以清淡

饮食为主，多喝水，多吃一些易消化的食物，

比如小米粥、玉米面糊、烂面条等。

忌食用“发物” 包括动火发物 (葱、蒜、

韭菜等 )、动风发物(茄子、木耳、猪头肉等 )、

助湿发物 (糯米、醪糟、酒等 )、积冷发物 (冬

瓜、四季豆、莴笋等 )、滞气发物(大豆、芡实、

芋头等 )，这些发物有可能导致旧病复发或加

重病情。

此外，汤剂在煎煮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分

类煎煮后服用，归纳起来主要有先煎、后下、

包煎、另煎、烊化、冲服等不同煎煮方法。

其中先煎主要针对有效成分难溶于水的一些

金石、矿物、介壳类、毒性较强的药物，如

磁石、龙骨、牡蛎、乌头等，目的在于使有

效成分充分析出，降低毒副作用；后下主要

针对气味芳香的药物，久煎易破坏挥发性成

分，如薄荷、砂仁等；包煎主要针对黏性强、

粉末状及带有绒毛的药物，宜先用纱布袋包

好，与其他药物同煎，目的在于减少咽喉刺激，

避免糊锅；另煎主要针对于贵重药材，目的

在于更好地煎出有效成分，如西洋参、西红花、

人参等；烊化主要针对某些胶类及黏性大而

易溶的药物，目的在于避免煎粘锅或黏附于

其他药品上影响煎煮效果，如阿胶、鹿角胶等；

冲服主要针对某些贵重药物有效成分不在水

中溶解的或加热后有效成分易分解，如三七

粉、牛黄粉等。汤剂在服药温度上面同样有

要求，一般疾病时均采用温服法，但对有特

殊治疗需求的应采用特殊服用方法，如凡热

性病宜冷服，寒性病宜热服，解毒药宜冷服，

收涩、固精、止血药宜冷服，解表散寒药宜

热服，消暑药宜冷服。因此，患者在服用汤

剂治疗疾病时，应掌握正确的服用方法，以

期提高临床疗效，加快患者康复脚步。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

提高，中医和西医的话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

注。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各有

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中医的特点和优势 

中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医学体系，它注

重整体观念和平衡观念，强调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中医治疗注重调整人体

的内在平衡，通过中药、针灸、推拿、气功

等多种治疗方法，以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

整体治疗  中医治疗注重整体观念，强

调整体调整和治疗。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

体质、年龄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诊断和治疗，

从而达到身体各器官和组织的协调运作。

不良反应小  中医治疗使用的药物多为天

然中草药，相对于西医的化学药品，中药的不

良反应较小，对人体的肝、肾等器官的损害也

较小。

预防为主  中医学倡导预防为主，强调养

生保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加强锻炼、保

持良好心态等方法，提高人体的抵抗力，预

防疾病的发生。同时，中医还注重对疾病的

早期诊断和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和恶化。

适应证广泛  中医治疗适用于各种疾病，

尤其是对于慢性病、亚健康状态和疾病恢复

期患者，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西医的特点和优势 

西医是现代医学的代表，它以现代科学

技术为基础，注重实证和科学性。西医治疗

主要依赖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放射治疗等

手段，以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

循证治疗  西医治疗注重循证医学证据，

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诊断和治疗。医生会根

据患者的病情、体质、年龄等因素，选择最

有效的治疗方案。

快速见效  在应对急性病和紧急情况时，西

医的治疗手段能够迅速缓解症状，如使用抗生

素治疗感染、使用止痛药缓解疼痛等，这些治

疗措施能够快速地减轻患者的痛苦，挽救生命。

精准治疗  借助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检测

技术，如 CT 扫描、MRI、PET 扫描等，西医

能够精确地诊断出疾病的部位和性质，从而

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这种精准性在癌症

治疗、心脏病治疗等领域尤为重要。

多学科合作  在复杂疾病面前，西医通

常会通过内科、外科、放疗科、化疗科等多

个科室的专家共同会诊，制定出最合适的治

疗计划。这种多学科合作的模式，使得西医

能够综合运用各种治疗手段，为患者提供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提高了治疗效果。

中医与西医的结合

中医与西医的结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

势，两者各有优势，互补发展。

优势互补  体现在它们对疾病的不同理解

和治疗策略上。中医注重调和人体的阴阳五行，

通过调整气血和脏腑功能来治疗疾病，而西医

则侧重于疾病的生物化学机制，运用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等手段直接对抗病原体和病变组织。

例如，在治疗感冒时，中医可能会通过草药来

调和人体的内在平衡，而西医则可能使用抗病

毒药物来直接抑制病毒的复制。两者的结合，

既能快速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本上调整人体的

状态，提高疗效。

减轻不良反应  西医治疗往往伴随着一

定的不良反应，如化疗药物引起的恶心、呕

吐等。而中医通过草药和调理疗法，可以帮

助缓解这些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例如，使用中药辅助化疗，可以减轻患者的

不良反应，使其更好地耐受治疗。

提高免疫力，促进疾病康复  中医的针

灸、推拿、气功等疗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对于手术后的患

者，中医调理可以促进伤口愈合，减少疤痕

形成，帮助患者尽快恢复身体健康和功能。

中医和西医的结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

势，通过中医与西医的合作，可以提高治疗

效果，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中医内科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和实践，形成

了一套独特且有效的调理方法。这些方法

包括但不限于针灸、中药、饮食调理等，

它们以“治未病、调阴阳和五行”为原则，

旨在帮助身体恢复内在平衡，达到预防和

治疗疾病的目的。

针灸调理

针灸是中医内科中的一种重要调理方

法，它通过刺激人体经络上的穴位，以调

整气血、疏通经络、调和脏腑功能，从而

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针灸调理的

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调整气血方面。针灸

能够刺激经络穴位，促进气血流通，改善

气滞血瘀的状况，使气血得以平衡。气血

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气血流通不畅往

往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

针灸对疏通经络也有帮助，经络是中

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连接着人体的五

脏六腑和四肢百骸。针灸能够疏通经络，

消除经络中的瘀阻，使脏腑功能得以正常

发挥。针灸调理能够调和脏腑功能，使五

脏六腑之间保持协调平衡。脏腑功能失调

是许多疾病的根源，针灸调理通过调和脏

腑功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

中药调理

中药调理是中医内科中的另一种重要

调理方法，它以中药为主要手段，通过内服、

外用等方式，对人体进行全面调理。中药

调理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辨证施治方面，

中医内科强调辨证施治，即根据患者的具

体病情和体质，选用适合的药物进行治疗。

这种个体化治疗能够精准地解决患者的问

题，提高治疗效果。

调和阴阳 阴阳失调是许多疾病的根

源，中药调理通过选用具有调和阴阳作用

的药物，使阴阳得以平衡。阴阳平衡是人

体健康的重要保障，阴阳失调往往会导致

各种疾病的发生。

祛邪扶正 中药调理能够祛邪扶正，即

消除体内的邪气（如风寒、湿热等），同

时增强人体的正气（即免疫力）。这种调

理方式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提高

患者的免疫力。

饮食调理

饮食调理是中医内科中的一种基础调

理方法，它通过调整患者的饮食习惯和饮

食结构，以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饮食调

理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补充营养上，合

理的饮食能够为人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和能

量，使身体得以正常运转。中医内科强调“食

疗同源”，即通过食物来调理身体，提高

身体的免疫力。调和脏腑功能，不同的食

物对不同的脏腑有不同的作用。通过合理

搭配食物，可以调和脏腑功能，使五脏六

腑之间保持协调平衡。例如，甘味食物可

以补脾益气，酸味食物可以收敛肝阳等。

一些食物具有祛邪扶正的作用，如绿豆、

菊花等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消除体

内的热邪。红枣、枸杞等具有滋补作用，

可以增强人体的正气。

其他调理方法

除了针灸、中药和饮食调理外，中医

内科还有许多其他的调理方法，如推拿、

拔罐、艾灸等。

推拿调理 推拿是通过手法作用于人体

经络穴位和肌肉组织，以调整气血、疏通

经络、调和脏腑功能。

拔罐调理 拔罐是通过在人体特定部位

产生负压作用，以排出体内的湿邪、寒邪

等邪气。拔罐能够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缓

解肌肉疼痛等问题。

艾灸调理 艾灸是通过燃烧艾条对人体

特定部位进行热刺激，以温通经络、调和

气血。艾灸能够温补阳气、驱散寒邪、缓

解疼痛等。

若要中药汤剂疗效好  服用方法得知晓
▲ 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城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家店社区卫生服务站  邓戎正

如何选择中医和西医
▲ 广东省揭阳市中医院  徐晓旋

中医内科常用的调理方法
▲ 广东省泽天中医诊所  岑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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