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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择时口服中药汤剂
张立国 （临沂市中医医院，山东临沂   276000） 

摘要：目的 服中药之所以讲究择时，是为取得更佳疗效，这样可以顺应人体有节律的生理变化，充分

利用体内积极的抗病因素而增强药效，减少药物不良反应。方法 按服药与进食先后及特殊时间合理择

时服药；按 1日节律合理择时服药；按中药的药性合理择时服药。结果 中药是在我国传统中医理论指

导下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的药物。口服中药汤剂的时间是以病位、病性、药性为根据进行选择的。

结论 中药汤剂通常为 1d 服 2 次，最佳服药时间是上午 9点和下午 3点左右；具体还要根据患者病性、

病位情况及中药药性情况，制定个性化用药方案，以期达到中药最佳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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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我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瑰宝；中药是我国中医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药汤剂是中医临床应用最早、最广泛、疗效最可靠

的剂型之一。汤剂的处方组成及用量适应中医辨证论

治的需要，随症加减、灵活运用的优点是中药其他剂

型难以相比的。中药的服用时间对其药效有很大的差

异性，历代医学家对中药的服用时间很讲究。在我国，

择时服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医学，“因时制宜”

的治疗原则中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择时服药是为

了充分激发人体生理活动中不同功能的活动高潮，适

应人体生理节律周期性的变动，同步协调生理功能的

高潮与药物的效能，使药物产生最大作用，激发人体

正气的抗病能力，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 [1]。

1根据病情需要和药物特性选择适
当的服药时间

中药的服药时间是困扰广大患者和医药工作者

的一大难题。大多数患者取药后首要问题就是什么

时间服用。根据病情需要和药物特性选择适当的服

药时间，也是合理用药的要求。《神农本经》名例

中记载“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胸膈

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

而在旦（早晨） ；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
《医心方》葛仙翁曰：“服治病之药，以食前服之；

服养生之药，以食后服之”[2]。

1.1 清晨空腹服

清晨胃及十二指肠均无食物，此时服药避免与

食物相混合，能迅速进入肠中并保障较高的浓度而

充分发挥药效，健胃药、驱虫药均宜空腹服 [3]。

（1） 峻下逐水，具有泻下作用的汤药晨起空
腹时服药，不仅有利于药物迅速入肠发挥作用，且

可避免晚间频频起床影响睡眠。（2） 具有滋补作
用的汤药，宜早晨空腹服用，以利于充分吸收。（3） 用
于驱虫或治疗四肢血脉病的药物也宜空腹服，这样

可使药物迅速入肠，并保持较高浓度迅速发挥药效，

以增强药效。（4）  多用于肿瘤患者偏实证者。
1.2 饭前服

东晋时期著名医药学家葛洪说：“未食内虚，

令毒势易行。”即饭前服药易使药力得到发挥。一

般饭前 30～60 min服药，胃中空虚有利于药物的消
化吸收。中医观点认为，饭前服药这种行为更加容

易使药力得到发挥，故多数药宜饭前服用。多用于

实证疾病，特别是积滞、瘀血以及水湿等病证 [4]。

（1） 治疗虚症，滋补的中药最好在饭前 0.5～1 h
食用；补脾胃的更要在饭前食用，有保护肠胃黏膜

的功效；补肾中药在饭前食用吸收效果更好。（2） 如
果是一些异味比较浓、对胃有刺激的中药，最好选

择在饭前 1 h服用，以免饭后服用引起病人的恶心、
呕吐，导致把吃进去的饭都吐出来。（3） 驱虫药、
攻下药及其他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宜饭前服用。

（4） 《神农本经》名例记载：“病在心腹以下者，
先服药而后食”。从部位上看，它比较适宜于治疗

人体下部的疾病。病位在下，心肺胸膈、胃脘以下

的病症，应在饭前服药，以使药性容易下达，如肝

肾虚损或腰以下的疾病。

1.3 饭后服

饭后服指一般在饭后 15～30 min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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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胃中存在较多食物，药物与食物混合，
可减轻其对胃肠的刺激，故对胃肠道有刺激性的药

物宜于饭后服用。（2） 消食药亦宜饭后及时服用，
以利充分发挥药效。（3）  《神农本经》名例记载：
“病在胸膈以上者，宜先食后服药”。治疗心肺胸

膈、胃脘以上的病症，在饭后服用，可使药性上行；

如治疗外感疾病及头面部疾病的药物，宜饭后服用。

（4） 肿瘤患者偏虚者及头颈部肿瘤患者。采取先
食后服药方法，能使药性留连于上。

1.4 餐间服

即在两餐之间服药，避免食物对药物的影响，

治疗脾胃病的药宜餐间服。

1.5 特殊时间服药

为了使药物能充分发挥作用，有的药还应在特

定时间服用。

（1） 缓下剂亦宜睡前服用，以便翌日清晨
排便。（2） 有积滞、胸膈病等，服药后宜仰卧。
（3）  有头、口、耳病等，服药后宜去枕而卧；有
左右两肋病症时，服药后应按药性的升降作用选

择睡姿，如药性升发，应择健侧卧，如药性沉降，

应择患侧卧 [5]。（4） 补阴药、收涩药、涩精止遗
药、治遗尿症药物：中医认为，睡前服药才可以

让药效及时发挥作用。（5） 宜在晚间服药，如早
晨发病的五更泻。（6） 昼夜服：若属于一些急性
疾病，又或者慢性疾病，是可以昼夜服药，这样

才可以让药效持续发挥出该有的治疗作用。清代

温病学家吴鞠通常用银翘散治风热证，所著的《温

病条辨·上焦篇》规定：“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
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

病不解者，再做服”。而对于慢性疾病患者而言，

大多认为这些药物的服药方法十分麻烦，往往不

容易做到。不过，急症以及重症患者必须是昼夜

服。（7） 隔夜服：主要是指驱虫药，睡前服 1次，
第二天早晨空腹再服用 1次，以便将虫杀死排出
体外 [6]。（8） 顿服或不拘时服：病情较急者，煎
好后立即服下，称为顿服，取急病急治之意。东

汉医学家张仲景《金匮要略》载的治急症吐衄的

泻心汤、治肠痈的大黄牡丹皮汤等属于此类。《千

金方》载：“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时日吉凶，觉

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目前，

一般肿瘤急症，如出血、梗阻等亦采用顿服法；

一般的高热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小儿急症等亦

采用顿服法。性重病应不拘时间，尽快服药或频

服（每隔 1～2 h服 1次） 。（9） 频服：凡咽喉病
者、呕吐病者，宜采用多次频服的方法，缓缓服下，

能使汤药充分接触患部，较快见效 [7]。

2以日节律合理择时服药
人体自身有各种时间节律，如年节律、季节律、

月节律、日节律、时节律。以日节律（一日中，人

体气血在经络中运行有一定规律） ，合理择时服药。
2.1 清晨

清晨胃及十二指肠均无食物，此时服药避免与

食物相混合，能迅速进入肠中并保障较高的浓度而

充分发挥药效，健胃药、驱虫药均宜空腹服。补阳

益气、温中散寒、行气和血、消肿散结等药物宜晨服，

以借人体的阳气、脏气充盛之势，祛除病邪。宜服

补肾药、行水利湿药、驱虫药及催吐药 [8]。

2.2 午前

宜服发汗解表药及益气升阳药。金代李东垣认

为：“午前为阳之分，当发汗；午后为阴之分，不

当发汗”。中医学认为，在午时前人的气属于升的

状态，机体生理功能处于上升运动的状态，此时不

仅是人体正气在上升，病气也是如此，病邪最主要

的出路就是 上外与下内两个方向，在上午服药，此
时人体的正气得到帮助，能迎合人体的正气上升以

提高疗效。

2.3 午后

宜服泻下药、补阴药。

2.4 睡前

一般在睡前 15～30 min服用，如安神药和固精
止遗药；睡前服药有助于药效及时发挥作用。

2.5 入夜

宜服滋阴养血药古人用六味地黄丸养阴，有一

显著特点，强调入夜时服用；当归六黄汤医治阴虚

盗汗，亦主张入夜时服用。

2.6 夜卧

宜服安神药、涩精止遗药，以用于治梦遗滑精，

缓下剂宜在睡前服用，有利于次日清晨吸收。

3按中药的药性择时服药
3.1 解表药

应及时服用，防止病邪由表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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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清热药

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治疗里热症；本类药

物性凉，易损伤脾胃，宜于饭后服药。

3.3 补益药

一般宜饭前空腹服用，此时胃中空虚容易吸收。

空腹服用是指，早饭前 1 h或晚饭后 1 h服药。补
阴药：一般宜晚上服 1次，可提高疗效。危急重症：
应及时服药，为保证药力持续发挥，将所需药量酌

情分次给予。补心脾、安心神药物：应用于治疗失

眠多梦，选用的安神镇静药物，最好在睡前半个小

时服用，这样可以达到最佳的药物效果，以达到心

静安神的作用。另外，由于睡眠中胃肠蠕动的减弱，

使中药在胃肠内停留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可以充分

的吸收，达到中药的充分利用 [9]。 
3.4 镇静安神药

睡前 1～2 h服用，有利于入睡。
3.5 涩精止遗药

早晚各服 1次。
3.6 截疟药

发作前 3～5 h服用，以发挥截疟的功效。
3.7 峻下逐水药

清晨空腹服用。

3.8 泻下药

东垣曰：泻下药“乃当日已午之后，为阴之分

时下之”。历代医家对泻下药的服用时间大致分为

3种：一是午后进药；二是日晡（下午 3～5点） 时
进药；三是入夜服之；不宜在午前服用。

3.9 止泻药

及时服用，按时再服，泻止停服。

3.10 润肠通便药

空腹或者半空腹服用，利于消除胃肠积滞。

3.11 驱虫药

清晨空腹或晚上睡前服用，药物可迅速入肠，

利于驱虫。

3.12 祛痰药

饭前服，使药物刺激胃黏膜，间接促进支气管

分泌物增加，从而稀释痰液。

3.13 平喘药

在哮喘发作前 2 h服用。
3.14 健胃药

用于开胃的宜饭前服用；用于消食导滞的宜饭

后服用，可使其充分接触食物，以达到消食化积的

作用。

3.15 制酸药

饭前服，可中和胃酸，以减少胃酸并增强对胃

黏膜的刺激。

3.16 涌吐药

宜清晨、午前服。

中药汤剂的择时服药与中医辨病服药、辩证服

药和辨药性服药的有机结合。目前，中药通常 1日
1剂 2次分服，中药最佳时间是上午 9点和下午 3
点左右。上午 9点和下午 3点左右，是消化吸收能
力最强的时段，也是人体吸收药物的黄金时间，这

时喝中药不会影响吃饭。而病情较重、较急者可根

据医师的指示，每天3次或者每隔4 h左右服药1次，
夜晚也不停止，以使药力持续，有利于更快地缓解

症状、减轻病情；急病不拘时服。个别汤剂有特殊

服法，如十枣汤宜平旦时服用，鸡鸣散在天明前空

腹冷服效果较好。不同的药服用时间不同，喝对时

间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药的功效。

服中药之所以讲究择时，是为取得更佳疗效，

这样可以顺应人体有节律的生理变化，充分利用体

内积极的抗病因素而增强药效，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如果服药时间不当，扰乱人体生理节律，会产生或

加大药物不良反应。因此，为发挥中药的最佳疗效，

不可忽视合理择时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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