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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临床中药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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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使得医疗行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因此，临床医药学就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通过展

开深入研究，有效把握其在疾病防治以及康复保健中的作用，为未来的临床用药提供参考。本篇文章主要描述了临床中药学

的发展机遇，探讨了当前发展存在的不足，并对于未来发展趋势发表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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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临床中药学主要指的是基于相关医药理论的基础指导，

以此将用药作为核心，对中药辨证用药理论和应用规律展开

研究的学科。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理论活动。通过

深入研究，有效把握中药在康复和治疗方面的实际作用，为

未来的用药安全提供参考。在早些时间，国务院发布的技术

纲要之中，专门针对中医药作出了要求，提供了传承以及发

展的思路，以此使得中医逐步变得更具现代化特点，在世界

范围内取得优异成绩。依靠多门学科的全面融合，以此促使

中药的临床应用得到有效推动，使其获得应有的地位。

1 临床中药学的发展机遇

相比于临床药学，我国临床中药学的整体发展一直处在

滞后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起步没多久。但是，当前在临床

之中，中药的应用率非常高，因此自然需要临床中药学也要

得到快速发展，对其展开深入研究，逐步总结，明确行业的

未来发展方向和思路。如此就能够使得中药学得到更好的发

展，而且还能做到全面推广[1]。

中药在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从神农尝百草到现在，

我国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中药学大事，诸如孙思邈、扁鹊、

李时珍、华佗以及张仲景等。无论哪一人，都对于中药学的

实际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基于自身想法，编制了相关书

籍。在这些年之中，政府部门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中药的作

用，为人民提供服务，推出了许多改革措施。在临床中药学

里面，基于中医药理论本身，以其为指导，对病患进行深入

研究，思考中医辨证指什么以及中药四气五味归经的关系。

从某种角度来说，临床中药学同样有其理论层面存在，在相

关理论内容之中，道理、方法、配方以及药物都非常重要，

也属于学科本身的核心[2]。

另外，之所以对临床中药学展开研究，主要目标便是思

考这些药物到底需要怎样进行应用。因此，其同样能够归纳

在临床之中。在临床中药学之中，经常需要对药物进行深入

研究，但同样很难摆脱医学范畴。此外，临床中药学同样有

相关理论内容，但实践也非常重要。当前对中药学的药化和

药理研究都要以中药学作为基础，否则很难将中医原有的特

点全部展现出来。

在某些书籍之中说过，用药就像用兵一样，医生自己如

果对药物本身的药性了解不到位，无法合理用药，怎么能称

作是医生呢。在未来，临床中药学的实际发展自然需要和当

前时代保持一致，无论是国内文献还是国外文献，都要展开

深入研究，以此展现时代的特色[3]。

2 临床中药学发展存在的不足

从汉朝到清朝，基于相关记载可以得知，中药草的实际

数量超过了 2000 多种。药物的扩充一直都非常慢，很多药

物只有经过多次应用之后，才会被记录下来。但是在新中国

成立之后，国家对中医药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在来到 1977

年时，实际记载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 5000 种。而在这几年，

基本上已经超过了 10000 种。由此看出，在这短短的 200 年

左右的时间内，整体数量增加了 7000 多种。尽管这是好事，

但是所有药物都要经过长期实践，而这些药物在理论层面上

很难融入到疾病的药物种类中，使得药物数量和实际应用数

量发生了失调。在临床中医药学中，理论是其中最为缺失的

部分，在这几十年之中，尽管依靠大量实验，研究了许多药

物，但并未取得良好的突破。早在黄帝内经之中，相关理论

全都以人体的认知模式为基础，显然和当代的医学体系存在

诸多差异。此外，中医理论顺着国家先民对人体认知独特方

式得到延续，从而造成早期的理论内容和现代理论完全不

符，尤其是十九畏、归经等，都无法基于现代医学进行解释。

但是在临床之中，很多无法解释的理论都能进行证实，这也

是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医当作伪科学的一大因素。但是，大家

需要知道的是，科学无法解释，并不能说明其就是伪科学，

或许只是现代科学水平十分有限，未能达到相应的标准。中

医和西医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单纯研究某一单一药材，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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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研究工作理应将重心放在中药学的配伍

机理方面。但如果要了解其中的复方科学化，就要花费大量

时间。在进入新时期之后，我们国家还要对临床中药学展开

进一步研究，并做到持续开发。尽管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

有了一定基础，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其实际发展仍然有着诸

多问题。像是医学延伸、概念不够清晰以及发展没有得到重

视等[4]。

3 临床中药学的发展趋势

从当前情况来看，临床中药学的研究范围变得越来越

广，实际包括药物代谢、不良反应、药物原理、治疗效果以

及药效等。而在目标层面，则需要对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展

开合理控制，以防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在现代中药学之中，

人才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由于早期的研究人员年事已高，

很难长时间投入在工作之中，使得相关研究遇到了巨大危

机。尽管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很多年轻人在选择发展

方向时，还是以西医为主，毕竟升迁较快，而中医的研究可

能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自然没有太多兴趣。显然，这会给

我国中医学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为此，当前就需要培养许

多对中药感兴趣的年轻人才，为现有的研究团队注入新鲜血

液，培养能够从事新时代临床诊疗活动的人，促使临床中药

学得到发展。当前中药学的体系不断建设，我国中药学为了

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自然需要打造一个属于我国特有的体

系，使其得到全面发展，不再是西方学者眼中的伪科学，让

临床中药学变为一个具有较强科学效果的现代体系。除了要

建立体系之外，还要进一步扩大药物的药性，加强研究，并

尝试和西医整合在一起，诸如靛玉红、糠米、青蒿素、鱼腥

草素以及丹参酮等，都能算作是临床医学前提下采取西方医

学提纯技术制作而成的有效药物。相信在未来，还会有许多

全新的药物产生，这也是未来中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临

床医学之中，临床中药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大分支，其代表

着中药改革的主要方向。因此，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同样

需要注重临床医药的基本规律，制定相应的对策，应用一些

针对性处理方案。除此之外，现阶段还要继续扩大相关研究

活动的范围，以此确保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具有

可持续性以及稳定性特点。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临床中药学来说，其未来在进行发展的时

候，理应将重心放在以下方面：文献内容研究、理论内容研

究、药效、机理、体内代谢研究、问题防治、用药规律、不

良反应、民间医药发掘、医药体系建设以及学科发展等方面，

以此能够顺应时代的具体要求，真正实现与时俱进的基础目

标，为全人类的健康作出良好贡献。临床中药的实际发展前

景非常好，伴随我国各个行业取得的进步，自然也会让中医

的光辉照耀全世界，促使更多人群能够认识到中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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