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中药“同体异用”者，
即多部位入药者，相互之间功
效差异明显、归类有变。有一
些功效及应用范畴大致相近，
只是作用力度有所差异；有一
些因入药部位不同而效用差
异明显；还有因成熟程度、炮
制前后而功效出现差异者。

“同体异用”与药用部位在
植株中的生长环境、形态特
征、采摘时间及炮制方法等因
素有关。现代植物学将植物
器官分为营养器官（根、茎、
叶）和生殖器官（花、果实、种
子）两类，或许对理解中药“同
体异用”有所裨益。

众所周知，植物药是中药
大家庭的主要成员。许多植
物药用时常呈现出两种现象：
一是“一药多能”（或称“一体
多用”），即每味药具有多个
功效；二是“同体异用”（或称

“同源异效”“同株异功”），即
多部位入药者，相互之间功效
差异明显、归类有变。结合多
年临证经验，笔者对“同体异
用”现象加以梳理分析，以助
临床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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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感悟

《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
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作为药用的植物也与人一样，
其生于天地之间，禀阴阳之气，采日
月之华，循生长化收藏之序，最终成
为有别于他的万物之一，并在自然
界生态平衡的维系中发挥着各自的
作用。

植物入药，主要依据有二：一
是具有偏性。比如《景岳全书》云：

“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
因气味之偏也。”《神农本草经百种
录》亦言：“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
取其味，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
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
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资之疗
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二
是具有“药力专注处”。《本草问答》
记载：“药有用根、用苗、用首、用尾、
用节、用芽、用刺、用皮、用心、用汁、

用筋、用瓤……只取药力专注处，以
与病相得而已。”二者除此之外，还
要充分考虑对人体之利弊，弊大于
利者不宜入药。

先贤在长期实践中，通过无意
的“尝”与有意的“试”，逐渐发现了
一些植物的治疗作用，并在“取类
比象”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下，随
着经验的积累与认识的深入，还总
结出植物的药用部位与人体的对
应关系规律，即上部的花、叶、果
实，多可疗人头部、咽喉之疾病；中
间的枝、茎，多可治疗胸、心、肺之
疾病；下部的根、块根，多可治疗人
下部及肝、肾之疾病。

至于药物的“同体异用”，先贤
对此已有一定认识，大都认为与药
用部位在植株中的生长环境、形态
特征、采摘时间及炮制方法等因素
有关。比如麻黄与麻黄根，《本草正

义》记载：“麻黄轻扬，故表而发汗，
其根则深入土中，自不能同其升发
之性。况苗则轻扬，根则重坠，一升
一降，理有固然。然正惟其同是一
本，则轻扬走表之性犹在，所以能从
表分而收其散越，敛其轻浮，以还归
于里。是固根荄收束之本性，则不
特不能发汗，而并能使外发之汗敛
而不出，此则麻黄根所以有止汗之
功力，投之辄效者也。”再如枸杞与
地骨皮，《本草纲目》记载：“盖其苗
乃天精，苦甘而凉，上焦心肺客热者
宜之；根乃地骨，甘淡而寒，下焦肝
肾虚热者宜之……至于子则甘平而
润，性滋而补，不能退热，止能补肾
润肺，生精益气，此乃平补之药……
分而用之，则各有所主，兼而用之，
则一举两得。”又如瓜蒌类药，《本草
新编》记载：“瓜蒌为天花粉之子，而
天花粉为瓜蒌之根，子悬于天下，而

性实顾根，故趋于下者甚急。根藏
于地中，而性实恋子，故育于上者自
缓。缓捷之故，分于此，而陷消之
功，亦别于此。”

现代植物学认为，植物一般具
有六大器官，分为两类：一类是营养
器官，包括根、茎、叶，职司吸收、运
输养分以利生长；一类是生殖器官，
包括花、果实、种子，职司通过有性
生殖以传播后代。由于每个器官各
有职能，自然在生长过程中也各有
所需，各有特点。依此而言，或许对
认识理解中药的“同体异用”现象有
所裨益。

观察自然界“瓜甜蒂苦”的现
象，《墨子》感言曰：“甘瓜苦蒂，天
下物无全美。”许多文人也为此感
慨，比如东汉无名氏提出的“甘瓜
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宋代诗人
杨泽民在《扫花游》中提出的“事

没双全，自古瓜甜蒂苦”等。其
实，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了
自然界的复杂性。客观而言，由于
认识的局限性，人们眼中的自然界
还有许多神奇之处，以致不时慨叹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于中
药的认知也是这样，尽管近些年利
用现代药物分析技术，对中药活性
物质进行分析，包括结构鉴定、含
量测定、药理毒理性质、理化性
质、生物活性等，并取得很多进
展，但还是有许多问题待于破解，
对“ 同 体 异 效 ”仍 不 知 其“ 所 以
然”，对中药的药性理论如四气五
味、升降浮沉、归经等更是有诸多
未解之谜，有等待于中医人在临床
工作中进行详细分析、长期观察，
在传承与创新中促进中医药发挥
出特色和优势。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常见植物中药功效异同解析
□朱 光

乳腺病是常见的、高发的、严重
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一类疾病。乳
腺病通常包括：乳腺炎、乳腺增生、乳
腺囊肿、乳腺纤维瘤和乳腺癌等。现
代女性得了乳腺病一般用西医综合
疗法治疗，通常忽略中医治疗乳腺疾
病的优势。

其实，与西医相比，中医有两个
突出优势：一个是整体观，另一个是
辨证论治。我们先说整体观，中医的
整体观包括“天人合一”“天人相应”
等，主要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与自然
界的气候环境息息相关。

近几年，运用中医药防治新冠肺
炎的实践充分证明，中西医各有优
势，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可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中医药是中国古代

人民同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和理论
知识，是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
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
药是我国的瑰宝，历代党和国家领导
人都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如今，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生活
节奏加快，女性患乳腺病的数量在逐
渐增加，一些女性患了乳腺病一般选
择西医治疗，认为既快又好。其实，
中医从整体进行分析、治疗，疗效比
较稳定，不易复发。那么，中医治疗
乳腺病的方法有哪些呢？

在生活中，有一些人不知道中医
是如何治疗乳腺病的，下面，笔者就
介绍乳腺病的中医治疗方法。

1.乳腺炎。中医认为，乳腺炎一
般是因乳汁瘀积、肝郁胃热、乳头皴

裂感受外邪等因素造成的，而且肝胃
郁热是根本，乳汁瘀积、乳头皴裂是
诱因。那么，中医是如何治疗乳腺炎
的呢？中医在治疗乳腺炎时常采用
内服外敷、手法疏通等疗法。内服
法，一般情况下，中医经过辨证后，让
患者口服有疏肝理气、清热解毒、消
肿散结的中药汤剂。外敷法为中药
外敷，一般将具有清热解毒、软坚散
结功效的中药打成粉末、醋调，外敷
于患侧乳房，具有安全有效、无疼痛、
无创伤、副作用小的优点，患者易于
接受。由于乳腺炎一般是因乳汁瘀
积而造成的，所以还可通过手法排乳
疏通，达到治疗目的。不过，通过手
法排乳需要请专业医生进行操作。

2.乳腺增生。乳腺增生可以通

过内服外敷的方法进治疗。常用的
内服药物包括调理冲任、活血化瘀、
软坚散结、舒筋通络等药物，在医生
的对症治疗下，可取得有一定的治疗
效果，而且副作用较小。中药外敷可
以起到活血通络、行气散结、止痛的
目的；中药外洗可以达到消肿止痛、
活血化瘀、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的目
的。此外，还可以通过针灸和推拿的
方法治疗乳腺增生，中医进行针灸，
刺激一定的穴位，可达到疏通脉络、
调理气血的目的；推拿、按摩可以疏
通气血、调经止痛，起到消肿、散结的
作用。

3.乳腺囊肿。乳腺囊肿若为良
性，没有持续增大或者发生恶变是不
需要治疗的。一般情况下，患者在中

医的辨证施治下，进行中药热敷，辅
助服用一些中药，可取得预期效果。

4.乳腺癌。乳腺癌的中医疗法
一般为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医生
时常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选择益
气养血、健脾补肾类中成药，或者具
有化瘀散结、解毒消肿类中成药，以
及选择外服的方法治疗乳腺癌上肢
淋巴水肿等。

5.乳腺纤维瘤。中医治疗乳腺
纤维瘤，时常采用“异病同治”和内
服外敷的方法，指导患者治疗疾病；
还采用针灸、推拿法，刺激患者身
体，以期起到缓解病痛、取得预期效
果的作用。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中医院乳腺
病门诊）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
饮食不规律、经常熬夜、应酬，吃许多
油炸、烧烤等食物，种种因素导致癌
症患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而癌症是
导致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临
床上，手术、放疗、化疗是癌症的主要
治疗方法，是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在
放疗、化疗过程中还会波及正常细
胞，引发一系列副作用，比如恶心、呕
吐、骨髓抑制、脱发等；手术也对身体
产生较大的损伤，有时还会出现复发
转移。那么，癌症术后应该如何调理
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中医调理癌
症术后患者的优势和特点。

1.整体观念强：实际上，癌症是
一种全身性疾病，局部治疗并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中医将人体看成一个有
机整体，采用脏腑、气血、津液、经络
等辨证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疾病之根
本，采用扶正固本的方法，有效改善
患者的局部症状和全身状况。

2.弥补手术不足：手术虽然能切
除病灶，但是还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
组织残留，导致疾病转移、复发。癌
症患者术后长期服用中药治疗，可增
强机体免疫力，有效减少癌细胞的复
发和转移。另外，化疗副作用大，可
能引起骨髓抑制、恶心、呕吐、脱发等
症状，中医调理既能减轻治疗副作

用，又能提高放疗、化疗疗效，对预防
术后并发症及康复有着独特优势。

中医如何进行调理呢？
1.调理脾胃。由于癌症手术创

伤大，且因手术麻醉、出血等因素，可
导致肠胃功能紊乱，特别是消化道手
术后还需要禁食、胃肠减压等，会出
现腹胀、便秘等症状，可给予患者健
脾和胃、理气化滞、益气通腑的汤剂，
比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等；若术后
脾虚气亏、脾胃不和，可用香砂六君
子汤等治疗，可增强食欲等。

2.益气固表。一些患者在癌症
手术后身体虚弱，稍微动一动就会出
汗，这是表虚不固的症状，可用益气

固表类中药治疗，比如玉屏风散。
3.养阴生津。患者术后出现气

阴大伤、口干舌燥、大便干燥现象，特
别是在消化道术后大量体液丢失时
比较多见，可用大剂量养阴生津中药
治疗，比如生脉饮。

4.饮食。患者术后饮食宜清淡、
富有营养，平时可多吃一些蔬菜、水
果，对止血有帮助；多食豆类谷物，可
促进脾胃功能恢复；要选择易消化的
食物，不吃隔夜、生冷、油腻、辛辣刺
激的食物，不吃烟熏、腌制、烧烤等致
癌食物，保持大便通畅；患者若存在
贫血现象，可以多吃一些含铁量丰富
的食物。

5.锻炼。中国自古就非常重视
养生锻炼，比如打太极拳、练气功、练
八段锦、练五禽戏等能够强身健体，
增强免疫力；适当锻炼，还有助于身
体快速康复。

6.情绪调节。树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保持情绪处于放松状态。只要
心情愉悦、乐观豁达，就能提高免疫
力，从而有助于身体康复。

每个癌症患者体质不同，在治疗
的时候，如果不对患者的身体加以调
理，提高免疫力，容易出现复发、转
移现象。因此，癌症患者一定要做好
术后身心护理工作。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用，是我国疫情防控的一大特
点，彰显了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是
应对重大疾病的最佳方式，中
西医协调发展，符合人人享有
健康的共同愿景。

《汉书·平帝纪》中有“民疾
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
文字记载。这充分说明对于感
染疫病的群众，空出房舍，建立
隔离场所，为他们医治，给他们
提供药物的重要性。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国坚持中西医并重原
则，采取定点医院或方舱医院
隔离救治法，取得了宝贵经
验；并在多次疫情“冲击”中，
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
原则，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2022 年 3 月初，河南省暴
发了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具
有多点暴发、传播速度快、传
播范围广、感染人数多的特
点。在防控疫情中，广大医务
人员奋力坚守一线，协同战
斗，取得了零死亡、零转重、零
感染的好成绩。

《温疫论》中提出“夫温疫
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
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
感”的观点。有关专家经过综
合研判，确定此次毒株为奥密
克戎 BA.2，具有传播力强、潜
伏期短的特点。中医认为，此
次疫情为寒湿疫，发病关键在
于肺脾气虚、寒湿内盛，治疗
以消除症状、截断病情、尽快
转阴为原则。

在前期统方群治基础上，
有机融合中医整体“调态”理
念与西医精准“打靶”策略，形
成宏观与微观辨治和汇通中
西医学的中医临床辨治新模
式——“态靶辨治”。标靶是
对理化指标具有特殊效应的
靶方靶药，即结合河南时值

“倒春寒”的气候特点，在充分
梳理轻症患者临床特征基础
上，给予同质化、规范化的“态
靶漫灌”治疗；针对3天以上不
转阴的患者，采取“精准靶
方”，依照国家《新型冠状病毒
肺 炎 诊 疗 方 案（试 行 第 九
版）》，首次提出将恢复期的

“肺脾气虚”方与“气阴两伤”
方应用于医院中3天以上不转
阴的患者，患者服药2天～5天转阴。

事实证明，中西医结合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的有效“中国方案”。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
发挥各自优势，才能有效为患者制定出最佳治疗
方案。

中医学和西医学都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的
智慧结晶，是向健康这一目的地行驶的“两条
船”。西方医学起源于古希腊医学，《剑桥医学
史》对古希腊医学的描述为：“它是一种整体医
学，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认为健
康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绪状态、环境
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响。”同样，中医药学强调

“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理念，渗透着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和合共生之道。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特色学科，既是独立的
学科，又有包容的胸怀。中医学讲究“整体观念”
和“辨证论治”，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
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自然环境
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中医药
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属性，是科技成果与人
文相结合的医学。中医药学在坚定文化自信的
同时，还用中医思维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

多年来，我国在参与世界卫生治理、维护人
类健康中，通过援外医疗“一带一路”倡议等，积
极讲好中医药故事，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
廉”的优势，让受援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中医药的
疗效与神奇。

今年9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一切
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系列第17场新闻
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卫生健
康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进展与成效。其中，援埃
塞俄比亚医疗队的中医每天接诊患者达百人，取
得了显著疗效，中医显然已成为医疗队工作医院
的特色品牌，深受当地人民欢迎。

针对当前的疫情快速传播的特点，为提振社
会共同抗疫的信心和决心，构筑强大的群体免疫
机制，濮阳市结合当地群众发病特点、药品保障、
心理恐惧等情况，通过组织专家线上问答、开通
网上医院、开展预约挂号、发热门诊24小时开诊
等形式，满足群众的各类医疗、咨询、用药等方面
的需求，尽量减少人员流动、避免交叉感染。同
时，濮阳市邀请当地权威专家通过各类媒体进行
专业讲解，并回答群众关切的问题，解疑释惑；利
用媒体发布权威的预防、治疗疾病的中西药推荐
方案，让治疗效果事半功倍。

近年来，中医药国际合作日益密切，中医药
成果惠及全球。中西医协调发展、取长补短、优
势互补，共同提高人类防治疾病的能力，共同解
决医学上遇到的难题，这是人人享有健康的共同
愿景，更是广大群众追求健康的必然趋势。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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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来源于同一植株的药物，不
同部位入药的疗效或不尽相同，但功效及
应用范畴大致相近，只是作用力度有所差
异。比如人参与人参叶分别为五加科植物
人参的根与叶，人参能大补元气、复脉固
脱、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人参叶
则可补气益肺、祛暑生津；杜仲与杜仲叶分
别为杜仲树的树皮与叶，虽然有甘温与辛
温的不同，但是均能补肝肾、强筋骨；大青
叶与板蓝根分别为十字花科植物菘蓝的叶
与根，均可清热解毒；合欢皮、合欢花分别
为豆科植物合欢树的皮与花，同属于养心
安神药。当归、当归头、当归尾分别来源于
伞形科植物当归的根、根头部及侧根，当归
能活血补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当归头
偏于补血，当归尾则强于活血止痛。

另外，有一些虽然为同体同源，却因入药
部位不同而效用差异明显者，现举例如下：

麻黄取其草质茎，属于辛温解表药，能
发汗散寒，用于治疗风寒表证；而麻黄根则
用其根或根茎，属于固表止汗药，用于自汗、
盗汗。

枸杞子、地骨皮分别为茄科植物宁夏枸
杞的成熟果实与其根皮。枸杞子能滋补肝
肾、益精明目，地骨皮能凉血除蒸、清肺降火。

侧柏叶、柏子仁分别为柏科植物侧柏的
嫩枝叶及成熟种仁。侧柏叶能凉血止血，柏
子仁则可养心安神、润肠。

皂荚、皂刺分别为豆科落中乔木皂荚树
的果实与棘刺。二者均可祛风杀虫，皂荚能

祛顽痰、通窍开闭，皂刺则能消肿排脓。
何首乌、夜交藤分别为蓼科植物何首乌

的块根及藤茎。何首乌生用能截疟解毒、润
肠通便，炮制用能补益精血、固肾乌须；夜交
藤则能养心安神、祛风通络。

瓜蒌、天花粉、瓜蒌皮分别为葫芦科植
物瓜蒌的成熟果实、根及果皮。瓜蒌有清热
祛痰、宽胸散结、润燥滑肠之功效，天花粉有
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之功效，瓜蒌
皮则有清热化痰、利气宽胸之功效。

紫苏、苏叶、紫苏子、苏梗均来源于唇形
科植物皱紫苏。茎、叶同用者称紫苏，能发
汗解表、行气宽中；苏叶能解表散寒、行气宽
中、顺气安胎、解鱼蟹毒；果实称紫苏子，能
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其茎称苏
梗，能宽胸利膈、顺气安胎。

姜黄、郁金、莪术均来源于姜科植物。
其中，姜黄为其根茎，辛、苦而温，入肝、脾
经，能活血行气、通经止痛；郁金则为温郁
金、姜黄、莪术的块根，辛、苦而寒，入肝、胆、
心经，能活血止痛、行气解郁、凉血清心、利
胆退黄；莪术为温郁金及莪术的根茎，辛、苦
而温，归肝、脾经，能行气破血、消积止痛。

桑白皮、桑枝、桑叶、桑椹分别来源于桑
科乔木桑树的根皮、茎枝、叶片及成熟果
实。桑白皮能泻肺平喘、利水消肿，桑枝能
通经络、祛风湿，桑叶能疏散风热、清肝明
目，桑椹则能滋阴补血、生津润燥。

莲子、莲子心、荷叶、藕节均来源于睡莲
科植物莲。其成熟种子称莲子，能补脾止

泻、涩精止带、养心安神；其成熟果实内的绿
色胚芽称莲子心，能清心安神、涩精止血；其
叶称荷叶，能清暑化湿、升发清阳、凉血止
血；其根茎节部位称为藕节，能收敛止血。

芸香科常绿乔木橘类可谓一身皆药。
橘皮系成熟果实之果皮，能健脾理气、燥湿
化痰；橘核为果实之核仁，能理气散寒；橘为
成熟果实，能开胃理气、润肺止渴、醒酒除
烦；橘叶能疏肝理气、止咳化痰、利尿消肿、
杀虫；橘白系多种橘类果皮的白色内层部
分，能和胃化浊；橘红系多种橘类的果皮外
层红色部分，能消痰散结、祛风通络、理气宽
胸；橘络为果皮内层的筋络，能理气化痰、活
血通络；橘根为其根茎，能降气止痛、散寒除
湿；橘红珠系指未成熟细小果实，能健脾消
食、清胃止渴、活血除癥。

其他尚有同一部位因成熟程度、炮制前
后而功效出现差异者。比如枳实与枳壳，
分别为芸香科植物酸橙的幼果及未成熟果
实，枳实气锐力猛，沉降下行，善于破气攻
实，可化痰散痞；枳壳则力缓而善于理气宽
中、行滞消胀。青皮与陈皮分别为芸香科
乔木橘的幼果或未成熟果皮及成熟果皮，
青皮入肝、胆、胃经，能疏肝理气、消积化
滞；陈皮则入脾、肺经，能理气健脾、燥湿化
痰。又如地黄为玄参科植物地黄的块根，
能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而经“九蒸九晒”后
的熟地黄，能补血滋阴、益精填髓。还有甘
草与炙甘草，红芪与炙红芪，黄芪与炙黄
芪，也均因炮制而功效发生变化。

“同体异用”之析

“同体异用”之例

中医治疗乳腺病的方法
□王永歌

癌症术后的中医调理之道
□胡艳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