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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中药的不良反应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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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承载了千年的医疗智慧。

它在治疗和调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康

复的希望。然而，正如任何医疗手段一样，中药在发挥治疗

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可能

源于中药本身的特性、使用方法，或者是患者个体差异等多

种因素。本文将深入探讨喝中药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以及

如何科学、安全地服用中药。

一、喝中药的不良反应有哪些

1. 过敏反应

部分人可能对中药中的某些成分产生过敏，表现为皮肤

瘙痒、红肿、荨麻疹、呼吸困难等。严重的过敏反应可能导

致休克，甚至危及生命。这类反应多发生于对某种中药成分

敏感的人群中，应避免再次使用该药物。

2. 消化系统反应

如恶心、呕吐、腹泻、胃痛等。这可能与中药的成分、

煎煮方式或个体差异有关。一般来说，轻度不适可自行缓解，

若症状持续或加重，应及时就医。

3. 肝肾损伤

某些中药成分可能对肝肾造成损害，长期或过量使用可

能导致肝功能或肾功能异常。在使用中药过程中，应定期进

行肝肾功能检查。

4. 中药中毒

某些中药具有毒性，使用不当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可

危及生命。这类药物如附子、乌头等，应严格控制剂量，并

掌握使用方法，遵医嘱使用。

5. 其他不良反应

此外，还有可能出现头痛、眩晕、心悸、心律不齐等症状。

若不良反应持续或加重，应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二、不良反应的原因

1. 药物成分过敏

某些中药成分可能引起机体的过敏反应，导致上述各种

症状。不同个体对药物的反应不同，过敏体质的患者更容易

出现过敏反应。

2. 药物剂量与使用方法不当

中药的使用剂量和煎煮方法都有讲究。剂量过大或煎煮

不当可能导致不良反应，如胃肠道刺激、肝肾损伤等。

3. 个体差异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药物的反应也有所不同。

4. 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同时使用其他药物时，可能产生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导致

不良反应。例如，某些中药可能与西药产生化学反应，影响

药效或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

5. 药材质量与炮制问题

中药材的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产地、采收季节、炮

制方法等。药材质量不佳或炮制不当可能导致药效不稳定，

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

6. 患者自身疾病与状态

患者自身患有其他疾病或处于特殊生理状态（如妊娠、

哺乳期等）时，对药物的反应可能有所不同，也可能增加不

良反应的风险。

7. 不当配伍与禁忌

某些中药之间存在配伍禁忌，如果同时使用不当可能导

致不良反应或降低药效。例如，十八反、十九畏等经典配伍

禁忌需特别注意。

8. 其他因素

如患者自行更改剂量、误服过量中药、不遵医嘱等也可

能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此外，煎煮方法不当也可能影响药

效和安全性。

三、常引起不良反应的中药有哪些

1. 朱砂

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可能导致汞中毒，损害中枢神经、

肾脏、消化道。

2. 何首乌

生首乌服用量过大可能对胃肠产生刺激作用，出现恶心、

呕吐、腹泻、腹痛等不适症状。

3. 附子

具有毒性，可能导致胃肠道反应、呼吸系统反应、心血

管系统反应等。

4. 细辛

具有毒性，可能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反应和肾脏损害。

5. 马钱子

具有大毒，可能导致胃肠道反应、神经系统反应等。

6. 雄黄

(下转第 102 页 )



—  102  —  医师在线  Physician Online

·科普专栏·

医师在线 2023 年第 10 卷第 12 期

( 上接第 101 页 )

含有砷元素，具有毒性，可能导致肝脏损害和皮肤刺激等。

7. 乌头碱

如川乌、草乌等，具有毒性，可能导致神经系统反应、

心血管系统反应等。

8. 藜芦

具有毒性，可能导致神经系统反应和心脏毒性。

四、如何避免喝中药的不良反应

1. 了解中药成分

在用药前，应了解中药的成分，特别是可能对消化系统

产生刺激的成分。如有不适，可与医生沟通，调整药物或剂量。

2. 注意煎煮方式

煎煮中药时，应遵循正确的煎煮方法。如煎煮时间过长

或过短、火候不当等都可能影响药效，并可能引发不适。

3. 合理饮食

服药期间，应注意饮食卫生和搭配。避免油腻、辛辣、

生冷食物，以免加重消化系统负担。建议服药前后保持空腹

或少量进食，以减轻不适感。

4. 个体差异考虑

每个人的体质和耐受性不同，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对某

些中药成分更敏感或容易出现不适。如出现消化系统不适，

应与医生沟通，考虑调整药物或剂量。

5. 观察症状

如出现轻度不适，可先观察症状变化。轻度不适可能随

着药物作用的发挥而自行缓解。如症状持续或加重，应及时

就医，并告知医生正在服用的中药。

6. 配合其他治疗

如同时进行其他治疗（如西医治疗），应告知医生正在

服用的中药，以避免药物间的相互作用或不良反应。

7. 定期检查

长期服用中药的患者，应定期进行肝功能、肾功能等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不良反应。

总之，为了避免喝中药引起的不良反应，患者应了解中药成

分、注意煎煮方式、合理饮食、个体差异考虑、观察症状变化、

配合其他治疗、定期检查以及保持警觉。通过这些措施的综合应

用，可以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确保用药安全有效。

抑郁症患者用药成依赖，到底该不该用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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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用药成依赖，到底该不该用药治疗？这是一

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让我来给你一些科学的解释，帮助你更

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

需要得到适当的治疗和管理。药物治疗是抑郁症治疗的重要

手段之一，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然而，

一些抑郁症患者担心用药会导致依赖性，这是一个合理的担

忧。确实，一些抗抑郁药物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成瘾性，但这

并不意味着所有患者都会成瘾。药物成瘾性的发生与个体差

异、药物类型和使用方式等因素有关。

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是否使用药物治疗应该根据病情

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对于轻度抑郁症，我们可以尝试一些非

药物的治疗方法，如心理疏导、认知行为疗法、运动疗法等。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患者调整心态，缓解症状，而不需要依赖药

物。然而，对于严重抑郁症患者来说，药物治疗是必不可少的。

抑郁症严重时，患者可能无法通过非药物方式有效缓解症状，

这时使用药物是必要的。药物治疗可以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

生活功能，减轻痛苦，为其他治疗方法的实施提供基础。当然，

我们也要注意药物治疗的风险和副作用。在使用药物治疗时，

我们应该遵循医生的建议，按照剂量和使用方式进行合理用

药。同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自身的身体和心理变化，及时

向医生汇报，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此外，我们还要明确一点，抑郁症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

的疾病，不能指望一次药物治疗就能完全解决问题。药物治

疗只是抑郁症管理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结合其他方法来维

持心理健康。除了药物治疗，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也是非常

重要的。通过与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的交流，我们可

以了解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况，学会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的

方法，建立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机制。我们还可以通过

改善生活方式来辅助治疗抑郁症。良好的饮食习惯、适量的

体育锻炼、规律的作息时间和充足的睡眠都对心理健康有积

极的影响。我们可以选择健康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全谷

物和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同时避免过度依赖咖啡因

和糖分。适量的运动可以释放身体的压力，增加身体的活力

和快乐感。我们还要注意社交和支持系统的建立。与亲朋好

友保持良好的沟通和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可以帮

助我们减轻心理负担，增加自信和安全感。同时，参加一些

兴趣小组、志愿者活动或社区活动，扩大社交圈子，增加社

交互动，也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综合

性的过程，需要我们的坚持和努力。药物治疗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我们还需要结合心理治疗、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支持来维持心理健康。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辅助治疗抑郁症。良好

的饮食习惯、适量的体育锻炼、规律的作息时间和充足的睡

眠都对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与亲朋好友保持良好的沟通

和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心理负

担，增加自信和安全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

相信治愈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