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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努力贯彻“衰其大半而止，不可过剂，过则反伤

正气”的治疗准则，既杀灭或抑制肿瘤细胞，又尽量

减少药物对人体正气的损伤，做到“邪去正安”、“扶

正祛邪”、“中病即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

其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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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经验·

温胆汤调畅气机的作用
杨鹏，王彦晖 

（厦门大学医学院，厦门  361000）

摘要：温胆汤是一首古代名方，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的相关病症。单

从温胆汤的药物组成来看，众人多直观地认为温胆汤是一首化痰方，而对其条畅气机作用认识不甚清晰。文章从

胆腑调畅气机的作用入手，在胆腑的功能基础之上，分别从温胆汤通过化痰以利胆及调理脾胃气机两个方面详细

论述了温胆汤调畅气机的作用机制，并与常用的小柴胡汤、逍遥散在组方机制及所治疾病的病机等方面进行了对

比，揭示温胆汤在调畅气机方面的特点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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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exploration of Wendan Decoction’s function of regulating qi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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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ndan Decoction is an ancient decoction.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treat the diseases related to nervous 

system, cardiovascular system and digestive system. Simply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Wendan Decoction, many people will 

intuitively treat it as a prescription of reducing phlegm. But its function of regulating qi usually can’t beunderstood very clearl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the gallbladder’s regulating qi activity. It expounded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Wendan 

Decoction’s function from reducing phlegm and regulating the qi of spleen and stomach. At last, it promulgated the Wendan 

Decoction’s character and the superiority in regulating qi activity compared with the Xiao Chaihu Decoction and the Xiaoyao 

Powder which are common used in similar syndrom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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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胆汤 初见于南北朝名医姚僧坦所撰的《集

验方》。其后被《备急千金要方·胆虚实》收录，云：

“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服此温胆

汤。方中生姜四两，半夏二两，橘皮三两，竹茹二两，

枳实二枚（二两），炙甘草一两半。《外台秘要·虚

劳》亦载有此温胆汤方。南宋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

证方论》（以下简称《三因方》）第十卷“惊悸证治”

条下也记载了一首温胆汤，但与前方相比减少生姜

的用量，增加了茯苓和大枣两味药，主治为“心胆虚

怯，触事易惊，梦寐不祥，或异象感惑，遂致心惊胆

摄，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或短气悸乏，

或复自汗，四肿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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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其主治内容已从“胆寒”变为“心胆虚怯”，并

明确提出其病变机制为“气郁生涎，涎与气搏”。这

一理论广为后世医家所遵循，以致《三因方》温胆

汤成为后人习用之方，本文亦以此方为基础进行论

证[1]。温胆汤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神经系统、心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等各类病症，其中以治疗精神神经症状

为主的病症疗效显著。很多人都认为温胆汤是一首

化痰方，而对其调畅气机作用认识不甚清晰。下面就

上述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胆腑调畅气机的作用

胆腑对于全身气机的调节起着重要作用，其与

肝一起主司全身气机。肝与胆相表里，属木，均有

疏泄功能。一般多论及肝主疏泄，而不谈及胆，其主

要是受“胆附于肝”观点的影响，人们习惯于详肝略

胆。胆主疏泄是指胆气生发、条达，具有运转枢机，

通畅三焦，升降水火，特别是流通气血之功。胆居于

少阳，可以启运全身阳气。少阳为一阳初生，在天有

如冬去春来，旭日东升，意蕴阳气生发、生机勃勃、

欣欣向荣之势，在人体则寓少火之象，游行上下，以

成温煦长养之功[2]。依照李东垣对此的理解为“胆

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

则余脏从之”（《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胆执

掌少阳枢机，《素问·阴阳离合》云：“是故三阳之离

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故胆可通达

表里、阴阳、上下，使五脏六腑气机畅达，升降出入

正常，生命活动才得以进行。其次，胆寄藏相火，如

蒲辅周所言：“相火乃肾中真阳，寄藏于肝胆之中，前

任用春天温暖之气加以比喻，实谓其为人体生发之

气”。另外胆汁可以涵敛肝阳，胆的正常功能也有助

于肝气的疏泄。所以《素问代六节藏象论》云：“凡

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亦如清代周学海《读医随

笔·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所云：“凡脏腑十二经

之气化，皆必藉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

病”。应该说胆对其他脏腑的调理过程主要是通过

对其气机的调畅作用而发挥功能的。

温胆汤调畅气机的作用机制

1. 通过化痰利胆以助运全身气机 化痰以利

胆，胆清则气转。《三因方》中所言：“气郁生涎，涎

与气搏”道出了温胆汤所主的病因病机。无论是七

情失调，还是外感邪气，或是 血、痰涎等病理产物

都容易引起局部或全身气血运行受阻，导致气机紊

乱。气机紊乱可表现为气滞、气逆、气陷、气机横犯等

多种形式，其中除部分气陷由气虚所致外，气逆、气

机横犯则大多是在气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所以，气

滞是 常见的，也是 初级的病理产物。又因为土得

木则达，木郁则土不达，土不达则脾胃失其运化而易

生痰涎。所以，气滞 初的病理产物正是痰涎。许多

人情绪紧张时会出现胸闷、善太息等症状，可这种状

态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梅核气的症状，其道理

正在于此。另外，肝与胆互为表里，虚证责之于脏，实

证责之于腑。气滞属实证，痰气互结亦为实证，气滞

和痰涎作为病理产物藏于中空的胆腑，导致郁胆扰

胆，影响其正常功能。气机紊乱导致的痰气互结证的

病理特点可以概括为：病在肝而表现于胆，即病起于

肝气失疏，而产生的病理产物则蕴藏于胆[3]。

《黄帝内经》云：“胆为中精之腑”，其以清净为

顺，喜和而恶郁。纵观温胆汤方，半夏为化痰圣药，

陈皮理气化痰，两药合用可燥湿化痰；茯苓健脾利

湿、宁心安神，甘草健脾益气和中，二药共奏健脾利

湿、益气和中之效；竹茹甘凉，清热化痰，为少阳腑

热、痰热要药，枳实微寒，理气行痰、消积除痞，两

药合用有清热化痰之功。全方寒温均衡，均以治痰见

长。温胆汤如此化痰之力正可为胆腑“排除干扰”，

使胆腑安和清净，从而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4]。正如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论：温胆汤“方以二陈

治一切痰饮，加竹茹以清热，加生姜以止呕，加枳实

以破逆，相济相须，虽不治胆而胆自和，盖所谓胆之

痰热去故也”。《血证论》对此亦有论述：“二陈汤为

安胃祛痰之剂，竹茹清膈上之火，加枳壳以利膈上之

气。总求痰气顺利，而胆自宁”。

另外，“百病皆由痰作祟”，气滞易生痰涎，同

样，痰涎作为有形实邪也易壅塞经络，加重气滞不

通，从而变生多种症状。温胆汤化痰力强，可以祛

除痰涎实邪，疏通经络，有利于气机升降出入恢复

正常。

2. 通过调理脾胃气机以调畅全身气机 痰气互

结证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气机上逆，因为病属于实

证，气机当上逆和横逆。土得木则达，肝胆疏泄功能

正常可以促进脾胃的升降和运化，同样，肝胆气滞也

易困阻脾胃，使得脾气不升，胃气不降，正所谓“邪

在胆，逆在胃”（《灵枢·四时气》）。另外，肝随脾

升，胆随胃降[5]，脾胃气机的正常升降也会有助于肝

胆气机的升降，肝气会协同脾气的宣布而条达全身，

胆汁亦会借胃气的通降之力下行以助消化。胃失和降

势必会影响胆汁下行，严重者会挟胆汁上逆，而表现

出口苦、恶心、烦躁、惊悸、失眠等一系列症状。再看

温胆汤一方，半夏“辛温善散，辛能理气开郁，温能攻

表和中，所以风、寒、暑、湿四气相搏，郁滞不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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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不能和，七情、六郁、九气所为，结塞于中，非半

夏不能散”（《本草汇言》）；陈皮辛苦，健脾理气和

胃；茯苓淡渗；枳实苦降，下气消痞；竹茹更为“下气

止呃之药也”（《本草汇言》）；再以健脾和胃的姜枣

为辅，全方以化痰为主，以降气为纲。所以温胆汤可

以通降胃气，以利胆气，从而疏解肝胆之郁，达到调

畅全身气机的作用。

另外，根据李东垣的观点，脾胃气机为全身气机

升降之枢。脾胃气机的正常升降对全身气机的通畅

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吴达《医学求是》论：“诸脏腑

之气机，五行之升降，升则赖脾气之左旋，降则赖胃

土之右转也。故中气旺则脾升胃降，四象得以轮旋。

中气败则脾郁而胃逆，四象失其运行矣”。而温胆汤

可以理气化痰，平逆胃气，补养脾气，促使脾胃中焦

气机恢复正常，从而达到调畅全身气机的作用。

与小柴胡汤、逍遥散的比较

小柴胡汤 初用于治疗风寒之邪侵犯少阳，枢

机不利导致的外感疾病，其功主要在于宣发少阳气

机，虽后人将其引用治疗诸多内伤杂病，但其发挥

功效之处依然在于宣畅少阳枢机。观其方，柴胡轻清

宣散，善开郁结，黄芩清肃沉降，两药相伍，一升一

降，调畅少阳枢机。半夏辛开苦降，辛能助柴胡升发，

苦可协黄芩肃降，而且有交通上下阴阳之功。半夏合

生姜和胃降逆止呕，人参、大枣、甘草甘平扶正，使

正气足而邪气自退[2]。所以，小柴胡汤通过开肝胆之

郁，宣畅少阳枢机，调节气机的升降出入，引导人体

恢复正常的气血流通，从而使阴阳自和。全方着眼于

气，重在宣发肝胆气机。而温胆汤则以化痰利胆兼

条理脾胃气机为主，其对气机的调摄作用主要在于

通降胃气以利胆气，从而达到疏肝解郁之效。虽然

二方均可以条畅气机，但二者机制一升一降有着本

质的区别，同样其所主病也就各不相同。

逍遥散是常用的舒肝解郁方，其与温胆汤 大

的差异同样在于气机的升降。温胆汤侧重于降气

疏肝，而逍遥散则在柴胡的作用下重在升发疏肝。

逍遥散中有白术、茯苓等健脾药，而舒肝药不多，

适于脾虚兼有肝气不能向上向外疏泄的病证。除此

之外，二方所主舌脉亦不同，温胆汤证痰湿内停故

舌苔厚腻、脉弦滑，逍遥散脾虚兼湿故舌苔薄白腻

而少、脉象细弦或者弦虚。逍遥散误用于治疗痰气

互结证容易走进两个误区：一是实证用补，助长邪

气；二是气机上逆，因为用了具有发表升阳作用的

柴胡，加剧气机上逆。当然肝郁气逆之证，并非全

不可用柴胡，若用，则需要用足够的重镇药压住上

逆的气机，使柴胡疏肝而不至于助长气机上逆，例

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3]。

讨论

通过对胆腑功能的进一步认识，可以对很多疾

病的病因病机进行更合理的解释；而通过对温胆

汤作用机制的分析，可以加深对温胆汤的理解与认

识，扩大温胆汤的使用。尤其是它通过化痰利胆和

调理脾胃气机的方式达到调畅全身气机的目的，为

在治疗郁症方面提供了极好的理论与方法基础，同

时温胆汤的组方理论与方法对气滞证的治疗与用

药提供了新的思路。厦门大学王彦晖教授从事临床

工作28年，从调畅气机的角度将温胆汤用于治疗七

情失调和睡眠不足导致诸多病证，效如桴鼓，值得学

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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