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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伤寒!用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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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草作为百药之长!在古代素有国老之称!足见其在中药中的地位" 甘草具有补脾益气#缓急止痛#调和诸药#清热解毒#

祛痰止咳等功效!其应用广泛!无论时方还是经方皆可见到其影子!尤其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方中甘草不仅出现的频率多!

用量也值得探讨!其作用绝非仅限于'调和诸药(而已!因此有必要研究%伤寒论&甘草的用法及用量!并在临床中灵活使用!以

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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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中将甘草归为上品#谓甘草(味

甘平#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

金疮#解毒' 久服轻身延年') -药性论/云%(甘草#

君#忌猪肉#诸药众中为君' 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

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使诸药有功#故号国老之名

矣')在-伤寒论/""# 个方当中运用到甘草有 O& 个#

-金匮要略/中有 %' 方' 其中以甘草为君的方有甘

草汤&甘草干姜汤&甘草泻心汤&炙甘草汤&甘草附子

汤等 "& 方"以甘草为臣的方有芍药甘草汤&桂枝甘

草汤&茯苓甘草汤&桔梗汤&栀子甘草豉汤等 "" 方'

可见甘草之功绝非(调和诸药)而已+",

' 甘草在-伤

寒论/O& 方中担当君臣佐使#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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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

说明同样的道理'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致病因素

作用于机体的结果' 由于各种病因的性质和致病的

特点不同#侵犯人体后所表现出的症状和体征也各

不相同#因此#根据疾病反映出来的临床表现#通过

分析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推求病因#再依据病因确定

治疗方法#随因施治#这才是医学的关键所在'

土家医学是土家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是祖国医

药学重要组成部分' 土家医在其传承与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一套独具特色的医药体系#在历史长河中为

土家族的繁衍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为广大

群众接受#在医疗保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值得深

入挖掘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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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及主治随剂量的变化及配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下面就甘草在-伤寒论/中用法用量进行探讨'

"!#伤寒论$中甘草的作用

"$"!益气和中#养正补虚 代表方*桂枝汤#旋覆代

赭汤#炙甘草汤#白虎汤等" !(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人体与外界正常情况下

是处于正邪平衡#阴阳调和的状态#当阴阳失和#邪

气处于上风#人体的正气无力抵抗#就出现了疾病#

邪气在伤人过程中#必然竭夺人体精气#(精气夺则

虚)#无疑雪上加霜' 因甘(能补&能和&能缓)#在

-伤寒论/中含有甘草的方子#甘草在方中大多被冠

以益气和中&养正补虚之作用' 如桂枝汤证#其病机

为营卫失和#卫强营弱#在以桂枝解肌发表的同时#

佐以甘平之甘草#调阴阳#和中洲#安内以攘外' 又

以-伤寒论条辨/

+#,中方解为例#旋覆代赭汤和胃降

逆#化痰下气#治疗胃虚痰阻痞#谓(人参&甘草#养

正以益新虚)"炙甘草汤治疗气血两虚#心脏失养#

脉搏不续的心动悸&脉结代的 (益虚以复结代之

脉)"再如白虎汤#辛寒折热#清中焦之热#治疗里热

炽盛#谓(甘草粳米#甘平而温#甘取其缓#温取其

和)' 可知张仲景处方#常常体现着顾护人体正气

的思想#对我们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补气通阳 代表方*炙甘草汤#桂枝甘草汤#桂

枝加桂汤#茯苓甘草汤#甘草干姜汤等" !-素问/

云%(气味辛甘发散为阳')在-伤寒论/中与甘草合

为辛甘化阳药对的有桂枝&干姜等'

-伤寒论/"OO 条%(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

草汤主之')外感病出现脉结代#系外邪累及心#炙

甘草汤用治屡试不爽' 清代喻嘉言曰%(炙甘草汤#

仲景伤寒门治邪虚多&脉结代之圣方也')方中炙甘

草为主药#补中益气#通肠经脉#而行气血#与人参&

大枣相配#则补益中焦#以强气血生化之源' 桂枝与

甘草相合辛甘化阳#通阳而行血脉' 共奏甘温益气#

滋阴补血#通阳复脉之功+T,

' 又如#伤寒过汗导致

心阳虚#症见病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等#用

桂枝甘草汤#方用桂枝&甘草二味#一辛一甘#温助心

阳'

甘草干姜汤为温中复阳之方' 方中干姜辛热#

温中复阳"炙草甘温#益气和中#二药配合#辛甘化

阳#可回复中焦阳气' 中阳振奋则肺冷可温#即所谓

(培土生金)之法#故可用此方治疗肺疾+',

'

"$T!缓急止痛 代表方*芍药甘草汤#小建中汤" !

张仲景根据(急者缓之)的原则#用芍药甘草汤治伤

寒汗出伤阴出现脚挛急之症#酸甘化阴#柔筋缓急'

后世临床用此方为缓急止痛之基础方#用于多种痛

证及筋脉拘挛诸症' 小建中汤治疗气血两虚#腹中

肌肉失养引起的腹中拘急疼痛#甘草在里面同样是

与芍药相配伍#起到酸甘化阴#缓急止痛的作用'

"$'!调和诸药 代表方*麻黄汤#附子甘草汤#四逆

汤#调胃承气汤等" !甘草还具有调和药性的作用#

首先最基本的是表现在调和药味上#甘草的甘既和

药性有关#也和药味有关#甘草吃起来本身就有甘甜

的味道在里面#相当于在药里加了糖#现代研究发

现#甘草中的主要成份之一甘草甜素#单纯提取#其

甜味百倍于蔗糖#无怪乎欧美等一些国家都将其用

于增甜的食品添加剂中' 另一方面#它可以缓和药

物的偏性或者毒性#孙思邈云%(甘草解百药毒#如

汤沃雪#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验如反

掌)#比如说大黄#攻下作用很强#加一点甘草缓和

一些"麻黄发汗的作用比较强#加一点甘草减缓强

度"附子辛温燥烈#加一点甘草#使其受到一定制约'

它有很好的调和药性的作用' 在峻烈的方药之中加

上甘缓的药物可以使药效作用时间延长#使药物作

用温和' 比如说-伤寒论/中的调胃承气汤#目的是

为了泻热#大黄与芒硝并用的话可以直下肠胃#当热

邪未清多少时#药已随从肠胃排出#用甘草来缓和其

药性#使其作用时间长久#达到更好的泻热作用+%,

'

"$%!清热解毒!止咳祛痰 代表方*甘草汤#甘草桔

梗汤#半夏散及汤" !仲景用甘草治咳嗽的方剂甚

多#如甘草干姜汤治(肺痿吐涎沫)#麦门冬汤治(火

逆上气&咽喉不利)#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邪热壅

肺咳逆气急#小青龙汤治外寒内饮之咳喘#麻黄汤治

太阳伤寒表实之咳喘等' 后世有-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三拗汤&二陈汤#-温病条辨/有桑菊饮&沙参麦

冬汤等#皆续仲景之绪余' 现代实验研究证实#甘草

中含有甘草次酸&甘草黄酮均有镇咳化痰作用+",

'

据-本草要略/载#甘草(生用性寒#能泻胃火#解热

毒#诸痛疽疮疡#红肿而未溃者宜用)' 仲景立甘草

桔梗汤治(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为后世治疗咽

喉肿痛方之鼻祖' 在-伤寒论/中甘草有两种炮制

规格#生用及炙用' -药性切要/谓甘草(性味甘平#

生用缓中气&泻火"炙用温元气补中#和药解毒#中满

忌之')-伤寒论/中仅有甘草汤和桔梗汤用的是生

甘草#余皆用炙甘草#生甘草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仲

景用它来清解少阴经毒热#足少阴肾经它的分支

(循喉咙#挟舌本)#少阴经被毒热所伤#出现了咽喉

疼痛#用一味生甘草煮水喝便可#甚者可加桔梗'

#!#伤寒论$中甘草的禁忌

-药品化义/云%(炙甘草因味厚而太甜#不宜多

用#恐恋膈不思食也')有的认为甘草#甘味较重#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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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壅中#助湿#但凡湿浊内盛#气机阻滞#脘腹痞闷这

样的一些方当中#可以不用炙甘草' 但仲景在泻心

汤类中却用了炙甘草#而且量也比较多' 徐灵胎谓%

(凡泻心诸法#皆已汗&已下&已吐之余疾')以甘草

泻心汤为例#徐灵胎谓%(两次误下#故用甘草以补

胃#而痞自除#俗医以甘草满中#为痞呕禁用之药#盖

不知虚实之义者也')可知这是泻心汤误治后造成

脾胃运化失常的虚痞#予炙甘草益气而和中#则脾气

得运#胃气得化#痞证自除' 因此仲景不因患者出现

腹部痞硬胀满而忌用炙甘草#可见其用甘草是在识

得病机#辩证准确的情况下才用的' 甘草功用较多#

仲景在不欲其缓&不需其补时就坚决不用' 如小柴

胡汤中有甘草甘补调中#当里实已成时#则改用大柴

胡汤下之#这时就不用甘草以免助邪生热#只是借用

生姜上行来和胃#以牵制大黄速降的力量+Q,

' 白头

翁汤也恐甘草之缓而不用甘草' 又有抵当汤治太阳

蓄血证#不入甘草因甘缓不利逐血+O,

' 常须识此#

勿令误也'

在中药十八反中#甘草反甘遂&芫花&大戟&海

藻#因此张仲景十枣汤中#未用甘草而用大枣' 但历

代医家也有应用者#如东垣治瘰疗结核与海藻同用#

丹溪劳察莲心饮与芫花同用' 故对十八反不可机械

对待+],

'

T!#伤寒论$中甘草的用量

关于-伤寒论/中剂量问题#各个医家皆有不同

的看法#兹列举如下#以供参考'

按柯雪帆教授的观点#东汉之 " 两折合 "%$Q#%

>!P$"王伊明!"&$认为-伤寒论/中的 " 两相当现在

"$Q >#"熊曼琪+"",认为-伤寒论/中的 " 两相当现在

Q$PQ >' 其真实剂量#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多数学者

研究认可 " 两折合 "%$Q#% >' -本草备要/曰%(后

人益气&补中&泻火&解毒诸剂#皆以甘草为君#必须

重用#方能见效#此古法也' 奈何时师每用甘草不过

二&三分而止#不知始自何人#相习成风#牢不可破#

附记于此#以正其失)' 有人用重剂炙甘草汤原方#

按每两 "%$Q#% >!精简为 "% >$#原方治疗病毒性心

肌炎 #' 例#服药 " '̂ 剂#有效率达 ]O$% _ ' 其中

部分患者曾经用常规量的炙甘草汤治疗 # T̂ 月#而

且加服多种中西药无效#停止使用其他一切中西药#

处以重剂炙甘草汤原方#服完 " 剂药后自觉症状即

缓解#早搏消失"服完二剂药后#心电图恢复正

常+"#,

' 由此可知#甘草用量并非今时之人#每开一

方便信手拈来#稍稍与之#而是须参合经方#寻求古

训#根据疾病的需要足量用之'

-伤寒论/中的 'Q 个方子甘草的用量在 # 两

!约 T& >$#左右#基本上都是(日三服)#就是每天三

次#每次接近 " 两!约 "% >$#这与现代用量基本接

近' 在个别方中用到了 ' 两!约 Q& >$#如炙甘草

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甘草泻心汤' 用量在

" 两的有茯苓甘草汤&栀子柏皮汤&柴胡桂枝汤&麻

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 用量最小的是麻黄升麻汤#

仅 Q 铢!约 ' >$' 用作散类的有四逆散&半夏散及

汤#其中半夏散及汤全方每次散剂的服用量为方寸

匕#即相当于现在的 " 克左右#日三服#所以甘草每

日的量约 " 克左右#作汤剂全方每次两方寸匕#相当

于每次 # >'

仲景在不同方中甘草所用量略有不同#量多量

寡#皆各有所用#每每能获得良效' 因而在临床处

方#辩证准备的前提下#尽可能按仲景原方的剂量及

比例用之以提高疗效'

'!结语

甘草乃张仲景在-伤寒论/处方中用得最多的

一味药#其主要取其(能补&能和&能缓)的作用#让

它在不同的方中起着不同效用' -伤寒论/中除甘

草汤和桔梗汤用的是生甘草#余皆用炙甘草#生甘草

药性偏凉#长于泻火解毒#化痰止咳#相对于炙甘草

性平而温来说不利于脾胃的顾护#炙甘草善温补#调

补#我们在临床上要根据不同作用正确使用生甘草

或炙甘草#不断领悟其用量与疗效关系#以不断提高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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