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房心得体会(模板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
提升自己。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中药房心得体会篇一

中药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瑰宝，拥有丰富的药物资源和丰富
的临床经验。作为中药师，我有幸与中药结缘，并从中获得
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作为
一名中药师的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发人深思的治疗观念

中药治疗的观念与西医药有着本质的差异。中药注重整体调
理，强调平衡，追求身心和谐。与之不同，西医药注重病变
部位的治疗，强调病因病机的解除。作为中药师，我们时刻
牢记中药治疗观念的独特性，注重辩证施治，努力寻求病因
病机和体质的关联，给予患者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种综合
治疗的观念不仅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患者，还为他们提供了更
全面、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第三段：青出于蓝的丰富经验

中药师的经验是通过长期的学习和临床实践积累而得的。在
临床实践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患者和疾病，这为我们
拓宽了思路、提高了实践能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通过与患
者的沟通和观察，我们能够识别出病情的轻重和复杂程度，
选择适合的中药材和配方。临床实践也让我们积累了很多宝
贵的治疗经验和技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疑难杂症。



正是这些宝贵的临床经验，让我们的治疗更加准确，为患者
带来更好的治疗结果。

第四段：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尽管中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但在现代医学
中，中药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和挑战。其中之一是药材资源
的逐渐减少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此外，许多患者对中医中药
缺乏了解，往往更倾向于使用西医药品。为应对这些挑战，
中药师需要不断学习和创新，致力于保护和合理利用中药资
源，推广中医中药知识，增加公众对中药的认识和信任。只
有这样，中药才能在当代医学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第五段：对未来的展望

作为一名中药师，我对中药的未来充满信心。随着现代科技
的不断发展，中药与先进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不断取得新的
突破和进展。中药师将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通过更精
确的辨证施治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我也希
望中药能够得到更多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以保护和传承中药
文化的宝贵遗产。

结尾:

中药师的心得和体会是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得来的，通过
不断的努力和经验积累，我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实现
中药的优势和价值。在未来，中药师将继续努力，为中药事
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药房心得体会篇二

多东西，对我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更深刻的了解社
会，更便捷的融入社会，它不仅使我在理论上对制药技术这
个领域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在实践能力上也得到了提高，



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让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有效的锻炼了自己，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实习是我们把
学校学到的知识应用在实际中的一次尝试，是我们迈向社会
的第一步，通过这次实习，我发现了不少问题，自己的缺点、
不足，早该摒弃的陋习，逐渐被自己所认知，自己所学知识
肤浅，专业知识在实际运用中的匮乏让我明白我需要学习的
太多，使我认识到必须让自己了解更多才能在当今竞争激烈
的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

我作为一名毕业实习的中药专业学员，深知只学习书本知识
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能学以致用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
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带给人们，所以，我深入到基层在药厂岗
位接受锻炼。

在实习期间，我严格遵守该院的劳动纪律和一切工作管理制
度，要求约束自己，不畏酷暑，认真工作，基本做到了无差
错事故，不怕出错、虚心请教，同带教老师共同商量生产方
面的问题，进行生产分析，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丰富
了思维方法，切实体会到了实习的真正意义；不仅如此，我
们更是认真规范操作技术、熟练应用在平常实验课中学到的
操作方法和流程，积极同带教老师相配合，尽量完善日常实
习工作，给各带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通过实习笔记
的方式记录自己在工作中的点点心得，由于我的主动积极，
勤快认真以及良好的操作能力，各科室给予的好评。

在这里我不知不觉地容入了整个团队。当自己的工作干完时
主动帮助他人，同时我也得到了别人的好评和关心；师傅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无缘与老师继续学习下去因为实
习即将结束，但是老师已经将学习方法和工作技巧教于我，
今后我一定能在实践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监控操作能手，将
所学知识与技巧发挥于以后的工作当中。

在生产部和质监科实习期间我学会了用办公自动化设备和生
产设备，如操作沸腾干燥器、双效浓缩器、打印机、制粒机



等。学校里学习的中药专业知识在这里也得到了一定的运用，
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各方面综合知识表现，当今社会竞争越
来越激烈，一个人的知识要全面广泛，但在本专业要精益求
精，这样才能适应职场的激烈竞争。

通过实习，我对药业生产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进一步
了解了药品生产和管理的工作任务，在实习过程中我们以踏
实的工作作风，勤奋好学的工作态度，虚心向上的学习精神
得到了带教老师的一致好评。

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工作对得起职业，做事对得起国家。

中药房心得体会篇三

作为一名药学专业的学员，只学习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是不能学以致用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把我们所学的知
识带给人们，所以，我深入到基层在药品销售岗位接受锻炼。
初到药店工作，老同事向我说明了零售药店与医院药房的不
同，医院药房的药师只需凭医师处方发药，而零售药店的顾
客大多是对药品认识较少的非专业人员，所以，销售人员在
对顾客销售药品时，要尽可能的多向顾客说明药品的用途及
性能，对每一个顾客负责，我所在的药店经营的有中药、中
成药、西药、非药及一部分器械，现将实习学习情况作一个
总结报告。

一、严守劳动纪律，以员工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实习期间，我严格遵守该院的劳动纪律和一切工作管理制
度，自觉以医学生规范严格要求约束自己，不畏酷暑，认真
工作，基本做到了无差错事故，并在上下班之余主动为到医
院就诊的患者义务解答关于科室位置就诊步骤等方面的问答，
积极维护了药学院的良好形象;并且理论联系实际，不怕出错、
虚心请教，同带教老师共同商量处方方面的问题，进行处方
分析，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丰富了思维方法，切实体



会到了实习的真正意义;不仅如此，我们更是认真规范操作技
术、熟练应用在平常实验课中学到的操作方法和流程，积极
同带教老师相配合，尽量完善日常实习工作，给各带教老师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通过实习笔记的方式记录自己在工作
中的点点心得，由于我的主动积极，勤快认真以及良好的医
患沟通能力，各科室给予的好评。

二、如何做好药品知识及医学知识的学习

药用植物学在中药材鉴定中的应用意义重要。大部分情况我
们根本不用理化鉴别的方法，只用植物形态学的鉴别方法就
可以鉴定。因为大多植物有其特有的遗传基因，于是能表现
出基本稳定的形态特征，这样们我们在中药材鉴定中“努力
寻找不同因子”就可以鉴定植物类中药材的真伪。例如：小
品种中的石楠藤是蔷薇科的植物，而有时采购来的药材表现
出：节膨大、有扁节，这是胡椒科的石南藤的特征，这样就
很明确了只要石楠藤中出以上两种特征就可以断定药材掺伪。

中药学实习心得体会（篇3）

中药房心得体会篇四

中药工作是医药行业中非常重要并且严谨的一个领域。在我
的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药的知识，同时也积累了很
多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药的药理作
用和治疗应用，也使我对中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更加了解。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中药工作中获得的体验和心得，
希望它们能对那些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有所帮助。

第一段：探究中药历史和文化

在中药工作中，我发现了很多中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中医



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中药也从那时候开始被使
用。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对于理解中药以及中医诊疗应用非
常有帮助。例如，中草药多数都被赋予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
的名称，如土地公、太子灰、白芨等。这些名称来自于古代
文化、民间传说和宗教信仰，有利于记忆中药的特性和功效。
我通过探索中药历史和文化，更好地了解了中药的背景，也
更加熟悉了医药学的工作方式。

第二段：实践中药熬制技能

中药工作最基本的技能之一是熬制中药。在熬制中药过程中，
许多因素对药材熬制的效果都有影响，例如药材的选择、浸
泡的时间、煮的时间和火候控制。通过我的工作，在实际操
作中熟练掌握这些技能变得十分重要。熬制中药需要耐心、
细心和准确，一个小失误就可能影响中药的药效。因此，我
每次都会非常认真地处理药材，目睹中草药的转变过程，从
而更深入地理解中药的药理作用。

第三段：遇见患者，了解他们的病情和需求

中药从古代以来就被广泛使用，在中华文化中被视为一种自
然的医疗方式。作为一名中药师，我有机会遇到患者，并协
助医生开出符合患者病情和需求的中药处方。在接触患者的
过程中，我了解了调剂中药处方所需的技能，如准确的量杯、
混合药材、灌装等技巧。更重要的是，我谨慎地处理每一位
患者的处方，确保其安全和有效性。对我而言，这是一项挑
战，但也是一种回报，因为我感到自己在工作上做出了实际
的贡献。

第四段：关注质量和安全

中药熬制过程可能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在我的工作
中，我会注意确保中药的质量和安全。这通常需要我配备一
些必要的设备，如遮光罩、温控水浴器等，以确保准确的浓



度和时间。此外，我的工作还包括对中药质量的检测和保质
期检查，以确定其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期限。我认为，除了对
质量和安全的关注，处理中药还涉及到仪器的维护、清洁等
方面，以确保工具和仪器的质量不会对药材制备产生影响。

第五段：持续提高技能和知识

中药工作需要熟练掌握技能，了解药理作用以及反复研究药
材的特性和功效。我相信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
适应新的医药技术和制药方法，对中药行业更好地发展和应
用将非常有帮助。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为患者提供药物和疗法，
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熟练和探索的过程。对我而言，不断提
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是评估自己成功的重要标准。

总结

在此，我分享了我在中药工作中的体验和心得。中药从古代
以来一直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作为一名现代中药师，我的工
作不仅仅是根据传统的知识诊疗，也需要与现代医药技术和
制药方法密切结合，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储备。在我的工
作中，我发现探究中药历史和文化、熟练掌握中药熬制技能、
理解患者的病情和需求、关注中药的质量和安全，以及持续
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
我的个人经历能够为那些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提供一些有
用的信息，同时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药的价值和作用。

中药房心得体会篇五

作为一名药学专业的学员，只学习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是不能学以致用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把我们所学的知
识带给人们，所以，我深入到基层在药品销售岗位接受锻炼。
初到药店工作，老同事向我说明了零售药店与医院药房的不
同，医院药房的药师只需凭医师处方发药，而零售药店的顾
客大多是对药品认识较少的非专业人员，所以，销售人员在



对顾客销售药品时，要尽可能的多向顾客说明药品的用途及
性能，对每一个顾客负责，我所在的药店经营的有中药、中
成药、西药、非药及一部分器械，现将实习学习情况作一个
总结报告。

一、严守劳动纪律，以员工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实习期间，我严格遵守该院的劳动纪律和一切工作管理制
度，自觉以医学生规范严格要求约束自己，不畏酷暑，认真
工作，基本做到了无差错事故，并在上下班之余主动为到医
院就诊的患者义务解答关于科室位置就诊步骤等方面的问答，
积极维护了药学院的良好形象;并且理论联系实际，不怕出错、
虚心请教，同带教老师共同商量处方方面的问题，进行处方
分析，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丰富了思维方法，切实体
会到了实习的真正意义;不仅如此，我们更是认真规范操作技
术、熟练应用在平常实验课中学到的操作方法和流程，积极
同带教老师相配合，尽量完善日常实习工作，给各带教老师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通过实习笔记的方式记录自己在工作
中的点点心得，由于我的主动积极，勤快认真以及良好的医
患沟通能力，各科室给予的好评。

二、如何做好药品知识及医学知识的学习

药用植物学在中药材鉴定中的应用意义重要。大部分情况我
们根本不用理化鉴别的方法，只用植物形态学的鉴别方法就
可以鉴定。因为大多植物有其特有的遗传基因，于是能表现
出基本稳定的形态特征，这样们我们在中药材鉴定中“努力
寻找不同因子”就可以鉴定植物类中药材的真伪。例如：小
品种中的石楠藤是蔷薇科的植物，而有时采购来的药材表现
出：节膨大、有扁节，这是胡椒科的石南藤的特征，这样就
很明确了只要石楠藤中出以上两种特征就可以断定药材掺伪。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一直作为我国传统的医疗保健体系，为
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现代医学高度



发展的今天，中医中药仍然如同璀灿的明珠大放异彩。经过
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越发感受到了中药学专业各门学科的博
大精深，领悟了我国传统医学的独特魅。现在，我就将浅谈
一下自己在学习各门学科过程中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中药学》是专门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中药来源、产地、采
集、炮制、性能、功效及临床应用规律等知识的一门课程，
是中医学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中医院
校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几百味中
药各有各的性味、归经、功效、应用、用法用量和使用注意
等等，要掌握这么多内容，确实很不容易，此外，中药数目
众多，内容繁杂，术语难记，又容易遗忘，更容易混淆，以
至于张冠李戴，初学者常感到困惑和烦恼。其实，掌握一种
灵活有效的学习方法无疑是中药学入门的一把钥匙。经过学
习参考和不断琢磨，自己也摸索出一些学习方法。

首先，以功效为核心，结合药性，全面理解。每一味药的性
味、归经、功效、应用、用法用量及使用主意之间是密切相
关的，并不要逐个完全依靠死记硬背。其中，功效是核心，
掌握了功效，结合性味、归经来理解其功效，以功效来推导
记忆其相应的主治证，以药性、功效来体会其使用注意及用
法用量，充分分析，全面理解，就能对每一味药物了如指掌。

例如，清热泻火药的主要功效为清热泻火，又根据各药物的
归经不同，我们可以推知其所清火热之邪的存在部位。石膏
归肺、胃经，则清泻肺胃实热;知母能入肾经，故能泻相火;
栀子归心、肺和三焦经，故能清泻三焦火邪，并可泻心火以
除烦;夏枯草归肝、胆经而能泻肝胆实火等。补虚药中，麦冬
归脾、胃、肾经，能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滋肾阴，降虚火;
石斛归胃、肾经，故能养胃阴，清胃热，生津止渴，滋肾阴，
降虚火。这些诗根据性味归经来理解功效，我们更要学会利
用功效推导相应的主治证。以大家最熟悉的麻黄为例，其功
效是发汗解表，宜肺平喘，利水消肿，那么其相对应的主治
证我们可以很容易推导出来，依次为外感风寒表证，咳嗽气



喘和风水水肿。其他的药物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巧妙记忆。
如此，只需记住功效这一核心内容，我们就将其它内容全部
记住了，既容易理解和掌握，又不容易忘记，还避免了枯燥
无味，机械背诵之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反复思考，分析比较，归纳总结。每学完一个章节，
我们都要反复思考，有必要对其中功效、应用相似的药物进
行系统的归纳总结，以利于知识积累，并使之条理更为清晰。
如补虚药这一章的内容很多，它分为补气药、补阳药、补血
药、补阴药四节，我们就可以先对每一节进行总结，再综合
这一章进行归纳小结。如补气药中补肾气的有人参、西洋参、
山，补脾气的有白术、白扁豆、大枣、蜂蜜;补阳药中脾肾双
补的有补骨脂、益智仁、菟丝子等;再深入到整章内容，阴阳
双补的药物有鹿茸、紫河车、巴戟天、蛤蚧、肉苁蓉、锁阳、
菟丝子、沙苑子等。

又如有透疹功效的药物有荆芥、薄荷、牛蒡子、蝉蜕、升麻、
葛根、紫草;有明目作用的药物有羚羊角、熊胆、桑叶、菊花、
秦皮、决明子、车前子、石决明、珍珠母;有润肠通便功能的
药物一般是带“仁”或“子”字的药物，如郁李仁、火麻仁、
桃仁、瓜萎仁、苦杏仁、柏子仁、决明子、苏子等等。等学
完了以后，我们要对其进行分类归纳总结。

此外，个别药物还享有特殊的称呼和美誉，我们也可以将它
们总结出来，如“呕家圣药”——生姜;“疮家圣药”——连
翘;“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香附，“回阳救逆第一
品药”——附子;“主一身上下诸痛”——川芎，等等。

再次，前后联系，融会贯通。知识是系统的，而不是独立的、
零碎的。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系统而完整的知识框架，中药学
也不例外。只有前后联系，融会贯通，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系
统的知识网，才能从整体上全面掌握它，才能加深对功效及
相互关系的理解，才能深入学习，弄懂，学透。



比如紫苏、黄芩、桑寄生、杜仲、续断、白术均可安胎，但
紫苏是行气安胎，白术为补气安胎，黄芩为清热安胎，杜仲、
续断和桑寄生均属补肝肾安胎，其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

此外，有很多人容易忽视总论与各论之间的联系，这种观念
是错误的。总论与各论并不是两个毫不相关的独立体，而是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统一体。总论内容要联系各论部分的
具体药物，加深对其基本理论和知识的理解，各论部分又要
以总论部分为纲，来指导每一章每一味药物的性能的学习。
如以四气五味理论来理解厚朴、黄连的功效、主治及使用注
意，以升降浮沉的药性理论来理解升麻、柴胡、牛膝的药性
和功效特点，以归经理论来领会柴胡、白芷、山药的功效和
应用等。

有人认为，“学药之苦，苦若服药”，而我觉得“实践出真
知”，只要在学习中不断深化探索，刻苦努力，持之以恒，
一定会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想法，学习中药就不应是一件
枯燥而困难的事。以上就是我对中药学学习的几点粗浅的认
识和体会，希望能给大家以帮助，在今后的学习中感到快乐，
并能快乐地投入学习。

《中药药剂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研究中药药剂的配制理论，、生产技术、质量控制与合理应
用等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技术科学。学习中药药剂学的重
要任务是能够将中药之城合适的剂型，而所制成的中药剂型
必须是有效、安全、稳定、可控的，保证生产出来质量优秀
的药剂符合医疗卫生的工作需要，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学习了《中药药剂学》，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普通药剂学中没
有的知识，为我们以后的生活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如
中药药剂中的汤剂是我国应用最早、最广泛的一种剂型，汤
剂可以发挥方药多种成分的综合疗效的特点，液体吸收快，
奏效显著，溶剂价廉易得，制备方法简单易行。同时汤剂的



质量也有着诸多影响因素，如中药品质，中药粒径，煎药器
具，火候，次数，用水等等方面，同时在汤剂的煎煮中也有
很多的中药不能与群方一起煎煮，如矿石类贝壳类应先煮，
而藿香、薄荷、青蒿等宜后下，而阿胶、蜂蜜等宜烊化等等
不同的煎煮方式，这些煎煮的工艺均影响着汤剂的质量，由
此可见在中药药剂有今天的辉煌也是在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中
发展得到的。

《中药鉴定学》是中药专业的专业课。在中药专业的学习中
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药鉴定学是鉴定中药的品种和质量，
研究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学科。在原有的专业基础课上进一
步学习本门课程，而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它包含的知识面比
较广，因此觉得很难学。学习过程中应该注重把握规律。每
一类药材都有一定的鉴定规律，因为每一类药材都是一个器
官，植物的每一个器官都有统一的规律。如根类有根类的特
点，花类有花类的特点。在每一个章节的最前面概述，就谈
到本节的药材鉴别特点与规律，同时还可以参考复习思考题，
来帮助学习。鉴定药材一定要参考历史，中药收载于古代本
草中，经过历代不断继续、修改、增加药味与内容。古代本
草是我国的伟大宝库，学习中药必须了解本草历史变迁，所
以要了解一种药材首先收载于那一种七草，这必须要背下来。
并了解从首载本草到今的药材其来源品种是否一致，要把握
规律，将首载本草加以归类。

总之，自学过程中注意掌握学习方法，可以综观中药学的全
貌，从纵横两方面掌握药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所学中药学
条理化、系统化、从而提纲挈领，执简驭繁地学好中药学。

以前的我对于中药的认识，认为中药就是凉茶。我出生于广
东佛山的一个农村中，从小家里就有时常煲凉茶清热降火，
所以一直误将凉茶作为中药的全部，但通过了对中药的学习，
我知道了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通
过了学习中药，使我学到了许多的知识，让我懂得了许多处
世为人的道理。



中药有它的起源和发展，同样地，人也有自己的出生和成长;
中药有它具有明显地域性的优质药材，同样地，人也有自己
具有明显地域性的高素质人才;中药要根据医疗、调剂、制剂
的需要而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受到炮制，同样地，人要根
据兴趣、爱好、特长的不同而进行专业的筛选受到不同的培
训，受到教育;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中药有它自身不同的寒
热温凉四性，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反应、收获的疗效是完全
不一样的，不过不同样的药材也有它相似的地方，人也一样，
有自身不同的冷漠、热情、开朗、孤僻等性格，对于不同的
人，关系不同，表现出来的也不大一样。

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肯定会像中药一样有着酸苦甘辛咸
的人生路。虽然人生有数不尽的辛酸咸苦，但是心中苦尽甘
来的甜蜜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人生有它浮升的开心时刻，
同样也有沉降的低落时段，所以必须要有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人生的升降浮沉。人的一生也要学习中药的配伍规律，有自
己一个人单行的时候，有自己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事，但是
时常需要学习麻黄和桂枝，相须行事，互相帮助。有时候则
需要像黄芪和茯苓一样，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合作行事。
而有时候却要用到相畏相杀的关系，降低一件事的负面影响。
还有时候绝对不能做一些会对别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的事，
犹如中药配伍规律的相反，当然这是可以放止的。

中药的使用，需要有剂量和用法，用量是否得当，直接影响
药效。

总而言之，学习中药使我懂得的很多很多，绝非一时三刻，
三言两语就能概括出来的。以上的就是我对学习中药以后的
体会。

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几千年唯一的医学，中国人民几千年
来的防病治病靠的是中医，中医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
昌盛，几千年来的保健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医与西医在专业技术上各有所长，各有优势和特点。西医
的优势在于精密仪器的检测、高超的外科手术、复杂的器官
移植、先进的抢救手段等。而中医的优势恰恰是西医薄弱的
方面，中医的辨证施治既准确又灵活，奥妙无穷，对诊治许
多疾病，有其独到的特点。如对功能性疾病的诊治，退行性
疾病的诊治，病毒性疾病的诊治，痰饮淤血病的诊治，疑难
病证的诊治等尤具优势。人民群众对中医中药的认识比较深
刻，有相当多的人群喜欢中医中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进
化，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病
之本、调理、滋补功能就显得更加迫切需要了。

中国人的传统认识是中医越老越吃香。一个年龄大的中医，
尽管本事平平，都可以称老中医，甚至夸大一点称“名老中
医”，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医是终身制的职业。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学好中医呢?《扁鹊仓公传》
云：“人之所以病病疾多，医之所以病病道少”，这说明中
医难学。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又说：“学医不精，不若不学
医”。

学中医诚然难，学精则更难。但既学医就必须学精，至少要
确立“学精”这样一个奋斗目标，方能学成一个好中医。怎
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根据我个人学医的体会，主要在于两
点：一要认真读书。中医的书籍，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尚嫌不够。读中医的书，不仅要读懂、弄通，而且要熟读、
熟记，对许多重要的内容甚至要熟背。比如中医诊断学、中
医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温病学、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若要有高深的理论功底还必须学好
《内经》。读中医的书，要善于融会贯通，中医学的理论均
源于《黄帝内经》，中医的各科临床，均源于历代医家的经
验积累和实践总结。

举例说吧，比如学《伤寒论》，不仅要与《金匮要略》相融
合，还要上与《内经》相联系，下与《温病学》相联系，此
外，还要与内科学、方剂学、药物学、诊断学相联系。比如



《伤寒论》的少阳证，这个少阳证就出自《内经》的《素问?
热论》。《内经》的少阳证只限于少阳经脉症状“胸胁痛而
耳聋”，而《伤寒论》的少阳证则为半表半里证，胆火上炎，
症见“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
饮食，必烦喜呕”，用小柴胡汤主治。再联系温病学中亦有
一个邪郁少阳证，寒热类虐，心烦，口渴，脘痞，舌苔黄白
而腻，用蒿芩清胆汤主治，系湿热郁闭少阳。如此联系比较，
自然融会贯通。

来到了这里，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东西，发现有
很多知识是课本不能给予的。对于我这个只有两年学习药品
经历的学生来说，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畏惧。第一次穿上
白衣看着镜中的我，心底的那份坚定与自信犹然而生!

从第一天到中成药房转科，到现在在中草药房帮忙，我的心
里还对很多事物充满着新鲜感和好奇心。记得第一次对着满
室的中药让我想起了古代的药房，抽拉式的药箱，称药的戥
子，熟悉的药材名，甚至不时的捣药声，一切都向我展示着
草药的神秘，我喜欢这个地方。从当初老师抓一副药而我称
出一味药的无奈到单独完成一张处方的从容，我得到了太多
东西。记得第一次体会到取错药的尴尬，将后下的砂仁一股
脑的分到群药里，然后被查药的老师纠正，又重新分发。

中草药房的工作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交到患者手中的每
付药是整个中药房所有人共同劳动的结果。实习快一年了，
我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团队协作的优势，学会与人配合，学会
条理分明不慌不忙工作的态度，牢记并严格执行流程的各个
环节。也是在这，我受到了教育，开始关注细节，想干好并
达到熟练必须发现细节，刻意练习，需要认真用心去学。学
会观察，细心从容，这就是我学到的。通过这么多天的忙碌，
才知道药学工作的不易。我觉得药学工作不仅需要熟练的技
巧，而且同样需要优秀的职业素质：

1、思想素质：要教育和培养每一个药学人员热爱药学工作，



献身药学事业，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医德修养：真诚坦率，精神饱满，谦虚
谨慎，认真负责;要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
团结协作。

2、专业素质：药学人员要对病人极端负责，态度诚恳，和蔼
热情，关心体贴病人，掌握病人的心理特点，给予细致的身
心护理;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岗位，按章办事，操作
正规，有条不紊，执行医嘱和从事一切操作要思想集中，技
术熟练，做到准确、安全、及时，精益求精;要有敏锐的观察
力，既要沉着冷静，机智灵活。

3、科学素质：药学人员要具有实事求是、勇于控索的精神，
要认真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药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必须注
意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要掌握熟练的技术和过硬
的本领;要刻苦钻研业务;要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控索，开展
研究，勇于创新，努力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更好地为病人的身心健康服务。

在新的环境里，我也会百分之百的努力!我会加油，我也会对
所有人说：加油!不光要总结，更要实践，用自己的切身行动
证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