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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特约 博士达药业

药对的临床应用概况

$

!徐玉芬!!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 "#$$%""

摘要!药对是方剂组成的最基本单位!是历代医家的经验总结!临床疗效可靠!广泛应用于临床" 本文总结分析了近年来药对

在临床的应用!认为深入分析药对配伍用药经验!对于临床遣药组方!揭示方剂作用机理!提高临床疗效意义重大"

关键词!药对#临床应用#综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药对的最早命名出自春秋战国#雷公药对$%之

后北齐医家徐之才在此基础上著#药对$%这两本书

都已失传%在#千金方$&#证类本草$&#本草纲目$

中仍可见部分内容' 现代中医认为药对是具有配伍

意义的药物组合%是联系单味药物与方剂的桥梁'

研究药对常用组合及配伍规律有助于提高临床疗

效&减少药物用量'

#!药对的概念

药对始见于 #黄帝内经$%成熟于 #伤寒杂病

论$%经过后世医家的发展逐渐完善' 药对又称对

药%在文献中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多数医家认为

药对是医者临床经验的积累%经过历代医家反复实

践提炼%符合中医药对七情配伍理论%临床确证有疗

效%且已形成相对固定形式%经常联用的两味药

物(# +,)

'

'!药对在临床的应用

药对的临床应用以施今墨药对药最具代表性%

有人总结(%)施氏药对共有 '"" 个%在继承前贤的基

础上有所独创' 施氏药对所总结的药对只是临床惯

用的一部分%近年来各临床医家根据自己的用药经

验总结了许多有效的药对' 分述如下*

'-#!脾胃疾病!单氏(.)治疗脾胃疾病善用药对%

如白术配白芍%刚柔相济%柔肝安脾+丹参配葛根一

升一降%气血同治+黄芩配仙鹤草清热固本+麦门冬

配半夏润燥生津+莱菔子配决明子下气补气+谷芽配

麦芽开胃健脾'

刘氏等(/)根据临床经验总结了慢性萎缩性胃

炎治疗中经常使用的药对*郁金配菖蒲&黄连配苏

叶&蒲公英配木香&黄连配瓜蒌&熟地配威灵仙&沙参

配麦冬&青皮配香附&女贞子配旱莲草&蒲黄配五灵

脂&滑石配薏苡仁&鸡内金配三七粉&生石膏配白芷&

百合配乌药&夜交藤配合欢皮&柴胡配黄芩' 认为在

,胃宜降则和-的理论指导下%根据患者的具体症

候%灵活采用药对治疗%能提高疗效%缩短疗程' 夏

氏(()以药对组合黄连!" 0"与吴茱萸!" 0"%桂枝!%

0"与白芍!#$ 0"%大黄!% 0"与赤石脂!#$ 0"%川楝

子!#$ 0"与延胡索!#$ 0"%黄芪!'$ 0"与枳壳!#$

0"%白芍!#$ 0"与甘草!% 0"治疗 )( 例慢性萎缩性

胃炎患者%经比较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半夏泻心汤对

照组' 认为药对组合方法具有清除 12&抗自身免

疫&制酸止痛&加速排空&保护胃粘膜与促进病灶愈

合等作用'

'-'!肝胆疾病!董氏())教授临床常用柴胡配枳

壳&三棱配莪术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早期出现右胁

胀痛或窜痛%脘闷腹胀等+栀子配茵陈&木通配泽泻%

丹皮配郁金清热利湿退黄+冲天草配半边莲可促进

肝硬化腹水的减轻或消除+而对于肝病日久%脾肾阳

虚不得温化水液者以附子配生姜皮温阳寒%行水

消肿+白芍配当归补血敛阴%柔肝止痛%董教授认为

党参配白术为实脾的最佳配伍%能有力防止肝病的

蔓延' 王氏(#$)治疗肝胆疾病以药对茵陈配赤小豆&

龙胆草配败酱草&明矾配薏苡仁&土茯苓配蝉蜕清热

利湿退黄%用于治疗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鸡

内金配山药&荷梗配藿香&枳实配防风治疗肝胆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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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逆犯胃引起的胃肠积滞%脘腹痞满胀痛等症有奇

效'

'-"!妇科疾病!文氏(##)认为以性用或趋向相反的

药物组配成药对%在妇科疾病治疗中可以起到相反

相成的作用%文氏总结了七大类常用的逆向配伍*

!#"寒热配对%如吴茱萸配丹皮+!'"补泻配对%如黄

芪配通草+!""散收配对%如柴胡配芍药+!,"升降配

对%如枳壳配桔梗&升麻配牛膝+!%"润燥相配%如当

归配川芎&阿胶配艾叶+!."刚柔相济%如附子配熟

地+!/"动静相配%,动-指发表&通阳&行气&活血%

,静-指收敛&止呕&止血&纯补无散%主要体现于调

和气血的药对%如阿胶配蒲黄&熟地配肉桂等' 文氏

认为%逆向药对组合是妇科的一大特色%可以扬其所

长%增强药力%而且能够产生新用%扩展主治'

刘氏(#')临床用半夏配枇杷叶治疗妊娠恶阻%甘

遂配甘草治疗卵巢囊肿%艾叶配阿胶治疗胎漏&胎动

不安均获得药到病除之效'

赵氏(#")总结了蒲公英药对在妇科临床中的应

用%其中与其药性相同或相近的药物配伍%起协同&

加强作用%如蒲公英配马鞭草加强了清热通淋作用%

蒲公英配夏枯草清热散解&凉血止血+另外蒲公英与

其药性相反或相对的药物进行配伍发挥新的效用%

如蒲公英配卷柏辛开苦降&寒温既济%蒲公英配干姜

治疗肝胃不和%气机上逆之妊娠恶阻%蒲公英配五叶

草共起疏肝通络散结之功'

'-,!恶性肿瘤!焦氏(#,)认为邪毒结于病体是恶性

肿瘤的根本原因%临床常用蜈蚣药对取,以毒攻毒-

之意' 以蜈蚣配全蝎活血通络%用于恶性肿瘤伴疼

痛者+蜈蚣配土贝母化痰结解毒邪%恶性淋巴瘤多用

之+蜈蚣配僵蚕多用于脑瘤或脑转移瘤%僵蚕气味俱

薄可引药上行+蜈蚣配莪术常用于慢性白血病肝脾

肿大者'

施氏(#%)认为肺癌患者经手术&放疗&化疗易耗

气伤阴%以女贞子配山茱萸一凉一温平补肝肾+姜半

夏配姜竹茹用以预防和减轻化疗的胃肠道反映+麻

黄配射干&苏子配地龙宣肺化痰%解痉平喘' 肺癌化

疗中出现口燥咽干&舌干少津用石斛配芦根+石韦配

大枣可加强升白细胞的作用'

苏氏(#.)总结了癌症治疗中常用的药对%分为相

须药对包括鱼腥草配野荞麦根&半枝莲配半边莲&莪

术配莱菔子&蒲公英配连翘&天葵子配浙贝母&莪术

配猪苓&全蝎配蜈蚣&玄参配牡蛎+相反药对包括诃

子配薤白&黄药子配当归&补骨脂配枸杞&夏枯草配

牡蛎&旋覆花配代赭石&青黛配雄黄+相使药对如泽

泻配丹参'

'-%!其他!杨氏(#/)治疗脑血管疾病常用药对%有

生大黄配酒大黄升清降浊+生黄芪配鸡血藤补气行

血+天麻配胆南星脏腑经络同治+龟板配肉桂调和阴

阳+全蝎配蜈蚣可增强止痉定搐之功'

药对配伍应用能增强止痛效果%高氏(#()认为杜

仲配续断腰痛必用%鸡血藤配威灵仙通络止痛用于

经络瘀滞气血不通所致疼痛%桑枝配桑寄生用于风

湿痹痛' 王氏等(#))认为川芎配天麻&川芎配珍珠

母&菊花配川芎&白芍配川芎&僵蚕配川芎%清通与温

通结合%升清与降浊相协%清透以舒肝郁%平潜以降

肝逆%甘柔以顾肝阴%非常切合厥阴头痛的病机特点

和厥阴的气化特点%所以临床上治疗头痛有较好的

疗效'

周氏以麻黄配杏仁作为治疗顽固性咳嗽的基本

药对('$)

%凡久咳无论寒热均以紫菀配款冬花润肺化

痰止咳%认为射干配蝉蜕可化痰利咽%解痉止咳%当

归配白芍养血柔肝%缓痉止咳' 李氏('#)总结了十七

对治咳药对包括贝母配瓜蒌润肺化痰治燥咳&黄芩

配瓜蒌降火泄热治热咳&桔梗配诃子利咽开音止干

咳&细辛配五昧子辛散酸收治寒咳&桑叶配菊花疏风

宣肺疗咳嗽&胆南星配旋覆花清热宣肺祛顽痰等'

"!药对临床组成规律

药对不是随意两味药物的堆砌%它的组成具有

一定的配伍意义%体现了中药应用灵活而又严谨的

特色' 药对的组成规律主要有三点*

"-#!以七情理论为指导!谢氏('')认为药对合成有

三大规律*!#"相助配对%就是运用性能相类或不相

类的两种药物互相配合成对%使之产生协同作用%提

高疗效' 如荆芥&防风都属辛温发散之药%相须为

用%发汗解表之力大增' !'"相制配对%指用一种药

物制约另一种药物的性能%或者两药之间的相互制

约%使之产生拮抗作用%或改变其性能%更好地发挥

疗效' 如生姜&半夏相配%生姜不仅能制约半夏的毒

性%还能增强半夏化痰止呕之效' !""相反配对%指

选择性能截然相反的两种药物配合%或利用两药配

合后的拮抗作用&甚或两药合用后能产生明显的毒

副反应' 如甘遂&甘草相配利用两药相互拮抗而产

生剧烈效应来逐水除饮'

"-'!以治病八法为依据!滕氏('")认为药对组成以

寒热&补泻&气血&阴阳为原则' !#"寒热相配%即药

性相反的两种药物的配对%用于寒热错杂之证'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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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性寒味苦%清心以泻上亢之火%肉桂性热味辛%

温肾以引火归元%两药相配交通心肾' !'"补泻相

配%即一味扶正药与一味祛邪药配对%适于虚实夹杂

之证' 如熟地配细辛%熟地滋肾补髓%细辛温通辛

散%两药相伍%补而不滞%散而无过%具有补肾强腰&

祛寒止痛之效' !""气血相配%即一味气分药与一

味血分药的配对' 是针对气血同病这一证候特点组

成' 如气虚血瘀%治当益气活血%以黄苠与当归配

对' !,"阴阳相配%即一味理阴药与一味理阳药配

对%适用于阴阳失调之证' 如龙骨配桂枝%龙骨之纯

阴借桂枝之清阳%飞引入经%收敛浮阳'

"-"!特殊配对规律!李氏(%)认为药对配伍规律除

以七情为指导外%尚有一种特殊法则%分为*!#"按

生物固有的遗传特性去配伍%如鹿角与龟板相配则

大补阴阳' !'"按生物的应时!生物钟"特性配伍%

如半夏配夏枯草治失眠%取交通季节%顺应阴阳之

意'

药物有寒&热&温&凉&平性味及归经的不同%也

有补&泻&汗&下功用主治的不同' 药对的组成是建

立在单味药物性味&归经&功用的基础上%根据具体

病情需要%按照用药法则%辨证论治要求%组合配伍

形成'

综上所述%药对是历代医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

对具体药物配伍应用观察日益深入所形成%配伍相

对固定%临床疗效可靠' 药对能提高药效%扩大应用

范围%降低毒副作用%适应复杂病情%因此广泛的应

用于临床' 目前%药对的常用组合多是各个医家临

床用药经验的积累%缺少系统的归纳分析%药对组合

中单味药物的剂量&炮制等没有形成完善的理性认

识%很多药对组合的作用机理及物质基础还没有得

到科学的验证%尚未形成可靠的理论依据' 深入分

析药对配伍用药经验%不仅对于临床遣药组方%提高

疗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对于解析复方结构%

揭示复方作用机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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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征稿
'江西中医药(为中医药核心期刊!新设重点栏目'明医心鉴(!以介绍名老中医经验和中医临证心

得为主!重点刊载中医关于疑难病的诊疗经验!要求观点)方法新!经验独到" 涉及的病种主要有%小儿

麻痹后遗症)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肾炎)哮喘)糖尿病)老年痴呆)高血压)中风)盆腔炎)萎缩

性胃炎)癌症疼痛" 欢迎广大中西医临床工作者不吝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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