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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系病证方剂

脾主运化#升清及统血$其性喜燥而恶湿%外感

六淫#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先天禀赋不足等各种原

因均可导致脾脏功能失调$脾虚#脾湿是脾系病证的

两个主要方面$脾失健运$水谷不化$水湿内停$脾气

亏虚日久$清气不升反降甚至下陷$还可气虚失摄$

血溢脉外%亦可影响其它脏腑%因此在治脾用药时

应该充分照顾到脾脏的生理特性$其关键在升清#治

虚#治湿#协调脏腑功能四个方面%

!(+

!

用药特点
!

!

+

"多配升清%脾升胃降$是气机

升降之枢$二者在生理上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在病

理上又相互影响%脾失健运$不仅影响水谷精微的

吸收和输布$还会影响全身脏器位置维持相对的恒

定%同时还会影响到胃$所谓脾气不升$则胃气不降

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治脾用药时常配伍升清之品$

其常用药物有柴胡#桔梗#升麻#葛根等$如补中益气

汤中配升麻#柴胡&参苓白术散中配桔梗&藿香正气

散中配桔梗#砂仁&泻黄散中配防风&黄芪健中汤中

配黄芪%

!

%

"补宜轻灵%补脾切忌峻补猛攻$因为大多补

益之品$肥甘厚味$滋腻$有碍于脾胃的健运$而导致

湿浊内生%因此补脾方剂大多选择轻灵之性的补益

之品%这里的轻灵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药

物气味轻薄$这一类药物可以鼓舞清阳上升#防止脾

气下陷&其次$药性平淡$这类药物补脾而不碍脾如

淮山#莲子#砂仁#苡仁等&再次$选择具有双向特性

的药物$这类药物既可补脾又能祛湿如白术#扁豆#

苡仁#砂仁等&还有药物宜量少而轻$比如四君子类

方&最后$服药轻缓%

!

!

"甘补恰当%'五味入胃$甘先入脾($说明

'甘(是补脾药物的主味%但甘味亦分甘温#甘凉两

种$不可概论$脾喜甘温$李东垣指出)'甘温以补其

中而升其阳($而叶天士指出'胃为阳土$宜凉宜润%(

说明甘味的运用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辨证论治%如

脾阴不足$则不宜甘温$而宜甘淡$如常用的淮山#莲

子#薏苡仁#白扁豆#茯苓等%但若脾阳不足或胃阳

亏虚时$则宜投以甘温$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

以及四君子汤等%胃也有胃阴#胃阳之分%所以甘

补脾胃应当恰当$以免犯寒热虚实之误%另外一层

意思就是甘补不宜太过$过食甘壅或肥甘厚味之品$

使肌肉得甘味而臃肿$化生痰涎$变生百病$亦可由

脾损及肾$使得肾水亏虚$而引发骨痛#发落之病变%

!

,

"适度用苦%是指当湿邪相对偏盛之时$应燥

湿或清热燥湿之品$如苍术#半夏#陈皮#黄连等$而

这一类药物大多辛苦温或苦寒$苦温能化燥伤阴$苦

寒败胃$因此不可过量或久用$即使投之$亦不可久

用多用$也可配伍大枣#生姜#炙甘草以调和其峻烈

之性%

!(%

!

脾湿病主方配伍特点
!

脾湿形成不外水湿不

化$外感寒#湿邪所致$其主要责之于脾%因此脾湿

证为本虚标实证$其本在脾虚$标为湿邪停滞$又可

化热%其常见的配伍有)!

+

"祛湿配益气如参苓白术

散#四君平胃散!四君合平胃散"&!

%

"祛湿配清热如

连朴饮中用黄连#栀子$芩连平胃散中配芩连以疗湿

郁化热者&!

!

"祛湿配散寒如厚朴温中汤中配干姜#

生姜温脾暖胃$理中平胃散中干姜以温中散寒以除

湿$实脾散中配干姜#附子温中健脾以利水%

!(!

!

脾虚病主方配伍特点
!

饮食不节#年老久病#

情志不畅#外感六邪均可导致脾气亏虚$脾气亏虚又

是引发多种虚证的根源之一%因此调补脾胃是治疗

虚证的一个关键$调补脾胃的方法$不仅能起到益

气#生血#祛湿#化痰之功$还能因治疗脾虚而改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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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脏腑的功能%调补脾胃除了在上述用药特点中谈

及的特点之外$还有下面两点值得注意)

!

+

"补脾必先开胃%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为脾

主运化的条件$只有正常的胃主受纳$才能使脾行使

正常的运化水谷精微的作用%可以说胃的受纳是脾

主运化的基础$同时脾的运化又是胃能不断受纳的

必须条件%胃主受纳有赖于胃气的充盈$胃气亏虚

或胃气不降$导致气壅闭塞或上逆$不能受纳$如不

消除这些因素$则补益之品难以被受纳$甚至反而引

起胃气更加壅滞%因此补脾必先开胃%常用的开胃

法有芳香开胃法如资生丸中配伍藿香#砂仁#白蔻

仁#陈皮等$香砂六君子汤中配伍木香#砂仁均为芳

香开胃以健脾之品%还有养阴开胃法$其常用的药

物有石斛#麦门冬#玉竹#北沙参#梨汁#蔗浆等%

!

%

"常见配伍%根据脾虚证所产生的原因及所

导致的一些兼夹症$以及补益药物的特点$有如下常

见的加减)多配行气药$如香砂六君子汤#六君子汤#

异功散等方剂中配有木香#陈皮行气$补而不滞&多

配温阳药$少佐温阳之品$可以兼顾阳气$鼓舞气血

化生$如五君子汤!四君子汤加干姜"$保元汤中配肉

桂即为此意%多配消食药$脾虚可以导致饮食停滞$

饮食不节或食积又可导致脾虚$所以健脾常配消食

药如山楂#麦芽#神曲#谷芽#鸡内金等$如健脾丸中

配麦芽#山楂#神曲消食化滞以助健脾益气之功%多

配驱虫药$脾虚日久$虫积成疳$久则损伤脾胃$故常

配驱虫药$如布袋丸中配使君子#芜荑#芦荟$肥儿丸

中配使君子#槟榔等使虫驱正复#脾气健运%多配升

阳药$脾气亏虚$脾主升清乏力$轻者清阳不升则泻$

或上不布精$甚至中气下陷$脏器下垂$如补中益气

汤中配柴胡#升麻$举元煎中配升麻$升陷汤中配柴

胡#桔梗$升阳益胃汤中配柴胡#防风等均可起到益

气健脾中升举阳气的作用%

!(,

!

兼顾脏腑间关系
!

脾与其它四脏关系十分密

切$先天命门火衰或久病$中焦脾土失于温煦$寒湿

水饮内生$脾虚不仅可见木旺乘土$还可见气血生化

无源$心血#肺气不足$而脾虚日久亦可及肾导致脾

肾同病%故而在治疗脾系病证时也应该注意兼顾其

它脏腑%常见的配伍有!

+

"配补肾温阳之品$如附桂

理中丸中配附子$四神丸中补骨脂配吴茱萸#肉豆蔻

等可温补命门之火以助脾阳之功%!

%

"常配补心安

神之品$如归脾汤中配当归#龙眼肉以养血补心%

!

!

"升清保肺法$如参苓白术散中配桔梗以宣开肺

气$通利水道$并载诸药上行$暗含'培土生金(之法%

!

,

"抑木扶土法$多用于肝旺脾虚证$其代表方剂为

痛泻要方%

,

!

肺系病证方剂

有肺为娇脏$易受邪侵$主气司呼吸$宣发肃降$

通调水道而为水之上源$病理上为贮痰之器$朝百脉

而主治节$肺气易耗$又与其它脏腑关系密切%外感

六淫#内伤五邪#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劳倦久病皆可

以引发肺系病证$其病机关键在于气机升降出入的

异常$常见的证候为肺气亏虚#阴津亏耗#寒邪犯肺#

邪热乘肺#痰浊阻肺等%针对肺脏的生理病理特点$

其用药多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

!

用药宜轻
!

肺为华盖$其位最高$用药非轻$难

达高位$药效不显%正如吴鞠通所说)'治上焦如羽$

非轻不举%(此处的'轻(是指!

+

"药物质地轻$多指轻

扬疏松之花#叶#草#虫衣等如桑叶#薄荷#银花#蝉

蜕#辛夷等%!

%

"药性宜轻$这类药物大多具有升浮

宣散之性$如紫苏#荆芥#辛夷#薄荷#桑叶#菊花#浮

萍等%!

!

"用量宜轻$凡治疗肺病的药物原则上用量

宜轻$否则不能奏效$甚至造成不良影响%!

,

"用法

宜轻$此类方剂$煎药时间应短而快$采取少量频服

的方法%煎煮时间过长$升浮之性已挥发$而少量频

服则药性走上%现代药理证明$大多治疗肺病的药

物$都含有挥发油$煎煮时间过长会使挥发油成分挥

发丧失药效%!

)

"药力宜轻$肺为娇脏$对药物的反

应非常灵敏$且耐受能力较差%辛温苦燥之品$多易

耗散肺气$因此用药不宜过于峻猛$宜多用和缓之

品$使得补泻适中%

,(%

!

重视调肺
!

肺主一身之气$通过宣发肃降$调

节一身之气机升降$为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肺气贵

在顺畅$所以临床治疗时要尤其重视调节肺气$针对

不同的致病因素和特殊的脏腑关系$其调肺的方法

各有不同%常见的调肺方法可归纳为$!

+

"散风调

肺$主要针对风邪犯肺$如止嗽散中配荆芥#三拗汤

中配麻黄&!

%

"清热调肺$主要针对邪热犯肺$常见的

方剂有麻杏石甘汤中配石膏$泻白散中配地骨皮&

!

!

"温肺调肺$主要针对寒痰!饮"伏肺$如小青龙汤

中配干姜#细辛$射干麻黄汤中配细辛$苏子降气汤

中配肉桂&!

,

"润燥调肺$针对燥邪犯肺$不论温燥#

凉燥均需$如杏苏散中配苏叶#前胡$桑杏汤中配淡

豆豉#梨皮&!

)

"化痰调肺$针对痰浊犯肺$如二陈汤

中配陈皮#半夏$贝母瓜蒌散中配瓜蒌#贝母#天花

粉#橘红$清气化痰丸中配瓜蒌#胆星#半夏#陈皮&

!

#

"泻下调肺$肺与大肠相表里$腑气不通$则肺气不

降$因此临床上常采取通腑泻肺$保持腑气通畅有利

于肺气肃降$或使邪从大便而走$如黄龙汤中配大

黄#芒硝&宣肺止咳丸中配大黄以清热降气#通腑止

咳治疗肺实寒咳证&!

-

"利水调肺$肺主通调水道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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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之上源$风邪外袭$肺失宣降$上窍不开$水道不

通$而成风水$故宜配利水$如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中

配伍赤小豆以宣肺行水以消肿&!

&

"养阴调肺$针对

阴虚肺燥$如麦门冬汤中用麦冬以养阴生津#滋阴润

燥以治肺胃阴虚之肺痿&!

'

"收敛调肺$肺气宜敛宜

聚$不聚则散%肺虚久咳$极易耗散肺气$故当收敛

肺气%如九仙散中配伍罂粟壳#乌梅#五味子以敛肺

止咳%

)

!

肾系病证方剂

肾为先天之本$藏真阴而寓真阳$只宜固藏$不

宜泄露%所以肾病的证候以虚为特点$其常见的证

候为肾气不固#肾阳虚衰#肾阴亏虚#肾精不固$在虚

的基础上也可形成标实$从而表现为阳虚水泛#阴虚

火旺等证$由此可见$肾之热属于阴虚$肾之寒属于

阳虚$治疗必须培其不足$万不可伐其有余%其方剂

配伍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

!

治肾宜重
!

肾处下焦$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用药不重$不足以抵达下焦$发挥疗效%此'重(的含

义有三)!

+

"药性宜重$用药宜滋腻重浊$如熟地#龟

板#鹿胶#黄精等%!

%

"用量宜大$肾病方剂用药量大

多偏大$量轻则补而不足$难达疗效$重则下达肾经$

发挥疗效$如龟鹿二仙胶全方用药
&&)"

.

$每服
'

.

&大补阴丸全方
#""

.

%!

!

"用法宜重$煎药时间宜

长$尤宜补阴方为主$服药方法宜顿服$疗程比较长%

)(%

!

佐以气药
!

肾之阴阳亏虚$必然涉及肾气亏

虚$气属阳$阳虚必兼气虚$阴虚多损及气$故多佐以

益气%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有赖

于后天之本的滋养$则生化无穷%因此此处'益气(

其实就是佐以补益脾气%常用的药物有人参#黄芪#

西洋参#茯苓#山药等%如龟鹿二仙胶中配人参$七

宝美髯丹中配茯苓$六味地黄丸和肾气丸系列方剂

中配淮山#茯苓%滋肾阴之地黄饮子中配茯苓$石斛

夜光丸中配人参#茯苓#淮山等等均有此意%

)(!

!

多配清热降火
!

主要是针对肾阴亏虚$阴虚火

旺之证$在滋补肾阴的基础上配伍清热降火之药$泻

火保阴%其代表方剂有知柏地黄丸#大补阴丸#虎潜

丸中配知母#黄柏清热泻火#以助君药滋润治疗阴虚

火旺证%

)(,

!

多配温阳散寒
!

主要是针对肾阳亏虚$阳虚生

寒之证$该类方剂多配伍辛温燥烈之品$以补命门之

火$命门火旺$则寒邪自散%其代表方剂有十补丸中

配鹿茸#肉桂$又如肾气丸中配附子补命火#桂枝温

通阳气%若畏寒肢冷严重还可将桂枝改成肉桂$并

加重桂#附的用量%若兼寒痰伏肺之咳喘亦可加干

姜#细辛以温肺化饮%

)()

!

多配利水
!

肾主水$肾中精气对全身津液代谢

起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

常$可导致水液运化障碍$出现水泛肌肤或小便淋漓

不尽$甚至癃闭的症状%因此肾病方剂多配伍利水

药%利水药同时还可起到防止补益之品滋腻的作

用$如济生肾气丸中配车前子#牛膝同奏温补肾阳#

利水消肿之功%又如六味地黄丸系列中配泽泻利湿

泄浊$以防补益之品滋腻恋邪%

)(#

!

多配收敛
!

肾为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先天禀

赋不足$年老久病$房劳过度$均可耗伤肾气$肾气不

能固护下元$甚至精关不固$导致膀胱失约#或阳痿

早泄#梦精滑精等$故治宜多配伍收敛固摄之品$以

顾护下元%如金锁固精丸中配沙苑蒺藜#芡实#莲

须#龙牡以补肾涩精$水陆二仙丹中用芡实#金樱子$

桑螵蛸散中用桑螵蛸%

)(-

!

多配血肉有情之品
!

肾中阴阳$均是以肾中精

气为物质基础$肾之阴阳亏虚是肾中精气不足的表

现形式%无论肾阴或肾阳的虚衰$还是肾中阴阳两

虚$在临床治疗时$常配伍血肉有情之品$以填精益

髓$资其生化之源%滋补肾阴$如左归丸中配鹿胶#

龟胶$大补阴丸中配龟板#猪脊髓$这些药物均有滋

阴补肾#填精益髓之功%温补肾阳$如十补丸中配鹿

茸$右归丸中配鹿角胶$龟鹿二仙胶中配鹿角#龟板

补肾填精以生阴阳精血%

)(&

!

多阴阳互配
!

肾为水火之脏$水火可以互济$

阴阳可以互化%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指出)'善补

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即

在滋补肾阴的同时适当配伍补阳之品$如左归丸中

温补肾阳之鹿角胶与众多滋补肾阴之品相互配伍$

以求'阳中求阴'之效%同类方剂还有龟鹿二仙胶中

龟板与鹿角胶相伍$七宝美髯丹中配菟丝子#补骨

脂%而'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

化无穷%(即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又适当配伍补阴药

物$如肾气丸中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以微火

生肾气$以谋'阴中求阳(之功%同类方剂还有济生

肾气丸#十补丸#右归丸#右归饮等%

中医方剂配伍知识$纷繁复杂$而五脏病证方剂

配伍在临床使用时灵活多变%其具体配伍方式$还

应该根据临床实际情况$通过缜密的辨证论治和五

脏各自的生理病理特性和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有

针对性的选择药物$按照'法随证立#方从法出#以法

统方(的原则$组合最佳方剂以服务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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