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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研究

谈中药相反配伍的运用

周海虹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中医部 3 6 1 0 0 5)

摘 要 对 中药寒热并用
、

补泻 并用
、

升降并用
、

刚柔并用
、

开合并用的配伍方法进行 了综述
。

辛旨出这种相反 配

伍通过拮杭
、

制约
、

协调等途径
.

能够达到增强疗 效
.

产生新功 用
,

扩大治疗范 围
.

适应复杂病情及解毒纠偏等
“
相成

”

的作用
。

关键词 中药运用 相反配伍 相成作 用

中药的配伍
,

除性能相似的药物合用而起

相辅相成作用外
,

还有众 多在性味
、

升降浮 沉
、

刚柔润燥和功效等方面相反的药物相伍
,

如寒

热并用
、

升降并用
、

补泻并用等等
,

使药物之间

经过拮抗
、

制约
、

协调诸途径而达到增强疗效
,

产生新功用
、

扩大治疗范围
,

适应复杂病情及解

毒纠偏等
“

相成
”

的 目的
。

这种相反相成的配伍

方法
,

与药物配伍
“

七情
”
中

“

相反
”

的概念不同
。

它是历代医家在长期 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用

药经验总结
,

广泛记载于各种中医药典籍 中
,

其

精义则主要体现在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里
。

1 寒热并用 即寒凉药与温热药配伍的用药

方法
。

主要有以下几种作用
。

1
.

】 调整机体寒热状态 用于治疗寒热

错杂的病证
。

《医偏 》曰
: “

寒热并用者
,

因其人有

寒热之邪夹杂于内
,

不得不用寒热夹杂之 剂
。 ”

如《伤寒论》半夏泻心汤
,

用黄芬
、

黄连苦寒以泄

痞清热
; 干姜

、

半夏辛热以温中散寒
,

主治中焦

寒热互结所致心下痞
、

呕吐
、

肠鸣下利之证
。

《伤

寒论》大青龙汤
,

用麻黄
、

桂枝辛温发散风寒而

解表 ;
石膏辛寒清泄蕴热以治里

,

主治外感风

寒
,

内有蕴热之表寒里热证
。

《伤寒论 》乌梅丸
,

用黄连
、

黄柏清上热而下蛔
;
干姜

、

附子
、

蜀椒温

下寒而驱蛔
,

主治上热 (胃热 )下寒 (肠寒 )之蛔

厥证
。

如此寒热并施
,

可使机体内寒热互结
,

或

上热下寒
,

或外寒里热的错杂现象归于平复
。

效上具有特长
,

如大黄攻积
,

茵陈退黄
,

生姜止

呕
,

半夏化痰⋯ ⋯
。

而这些药物均有寒热之偏
,

l高床运用时若 出现药性与病性不符的情况
,

可

配伍与该药性相反者以去其性而存其用
。

如《金

匾要略 》中主治寒 积便秘的大黄附子汤
,

用附

子
、

细辛温里祛寒
,

又消除大黄寒凉之性
,

使之

仅存泻下通便之功
。

《张氏医通 》茵陈四逆汤主

治寒湿内阻之阴黄
,

用干姜
、

附子温里助 阳
,

并

制茵陈苦寒之性而留利湿退黄之效
。

1
.

3 制约药性偏激 临床用药为防止温

热药过用助火
,

或寒凉药过用伤阳
,

多采取寒凉

药佐 制温热之品
,

或温热药佐制寒凉之品的配

伍方法
。

如《金匾要略》黄土汤
,

用黄岑以佐制附

子
、

白术辛温燥热易伤阴助火动血之峻烈之性
。

《兰室秘藏 》滋肾通关丸
,

仅佐一味肉桂既制约

黄柏
、

知母之过于寒凉之性
,

又助膀胧气化以通

利小便
。

1
.

4 免除寒热格拒现象 用于病情发展

到寒热格拒的严重阶段
,

须在大寒剂中少佐温

热之 品
,

或于大热剂中少佐寒凉之药以防病势

拒药的情况
。

张景岳言
: “

如以热治寒
,

而寒拒

热
,

则仅佐以寒而人之
;以寒治热

,

而热格寒
,

则

仅佐以热而人之
。 ”

如《伤寒论》白通加猪胆汁汤

主治阴寒内盛
,

格阳于外之危证
,

方中重用大辛

大热的姜
、

附祛寒回阳之际
,

少佐苦寒之猪胆汁

和咸寒之人尿 引热药 以人阴

“ 消减药性寒热 许多中药在某种种《 : 纂嗜早之对于阳盛格阴
,

凉药
⋯耀籍鬓

⋯

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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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剂寒凉药中少佐辛温之姜汁为引
。

2 补泻并用 即补虚药与祛邪药配伍的用药

方法
。

主要有如下三种作用
。

2
.

1 扶正祛邪 用于虚实夹杂的病证
。

此

时单攻其邪更伤正
,

纯补其虚必敛邪
,

只能取兼

用并施治法
,

两无偏废
,

才能获得满意疗效
。

扶

正与祛邪方法多而范围广
,

有¹ 消补兼施
,

用治

食积
,

症块而兼体虚者
;

如《脾胃论 》中主治脾虚

食积之证的积术丸
,

用白术补脾健运
,

配积实消

食导滞 i(( 金匾要略》中主治正气日衰
,

邪气与气

血搏结而成之疟母
,

症瘤的鳖甲煎丸
,

用人参
、

阿胶
、

白寿补气养血而扶正气
;
鳖甲

、

大黄
、

虫

活血软坚以消症积
。

º攻补兼施
,

用治阳明腑实

而兼正气虚者
。

如《伤寒六书》中主治热结里实

而气血虚弱之证的黄龙汤
,

用大黄
、

芒硝攻泻热

结
;
配人参

、

当归补气养血
。

《温病条辨》中治疗

热结阴亏
,

燥屎不行的增液承气汤
,

用硝
、

黄泻

热通下
;
配玄参

、

生地
、

麦冬滋阴增液
。

»清补兼

施
,

用治火热炽盛而兼阴血津液不足者
。

如《伤

\寒论》中治疗阴亏火炽
,

心肾不交之失眠
、

心烦

等症的黄连阿胶汤
,

用阿胶
、

白芍
、

鸡子黄滋阴

养血
;
合黄连

、

黄菩清热泻火
。

¼ 利补兼施
,

用治

水湿停滞而正虚者
。

如《金匣要略》防己获等汤
,

以黄蔑
、

获菩与防己
、

桂枝合用
,

益气健脾与通

阳利水并行
,

治疗脾虚湿盛之皮水
。

《伤寒论 》猪

菩汤
,

以猪菩
、

获菩
、

泽泻
、

滑石与阿胶相伍
,

渗

利清热与滋阴养血并进
,

治疗邪热伤阴
,

小便不

利之证
。

½ 散补兼施
,

用治外感而正气虚者
。

如

《小儿药证直诀》败毒散
,

在众多表散药中
。

独加

人参一味以扶正祛邪
,

使正气足则鼓邪外出
,

一

汗而风寒湿皆去
。

2
.

2 用补佐泻 用于实证
,

意在使祛邪而

不伤正
.

如《伤寒论 》十枣汤
,

主治悬饮
、

水肿实

证
。

方用甘遂
、

大戟
、

芫花峻泻逐水
,

因易伤正

气
,

故佐以大枣益气护胃
,

缓其毒烈之性
。

《医方

集解》龙胆泻肝汤
,

主治肝胆实火上扰
,

肝经湿

热下注之证
。

方中龙胆草
、

桅子
,

木通等大队苦

寒渗利之品
,

易化燥伤阴
,

故佐以当归
、

生地滋

阴养血
,

以防耗阴之弊
。

公3 用泻佐补 用于虚证
,

意在使滋补而

无滞腻之虑
。

如《小儿药证直诀 》六味地黄丸
,

是

治疗阴虚证的代表方剂
,

方中用熟地
、

山黄肉
、

山药滋肾养肝益脾
;
佐以泽泻

、

丹皮
、

获荃泄浊

利湿退虚热
,

以治虚防实
。

《济生方》归脾汤
,

主

治心脾

补血
,

碍胃
。

晒虚 (
健脾养

气血不足之证
,

用参
、

茂泛归等益气

心
;
佐以木香理气行滞

,

以防呆补

3 升降并用 即升浮药与沉降药配伍的用药

方法
。

其作用主要有
:

3
.

1 升降气机 用于脏腑气机升降紊乱

的病证
。

《医原》日
: “
以药性之阴阳

,

治人身之阴

阳
,

药性之升降
,

调人身之升降
,

则人身之阴阳

升降
,

自合于天地之阴阳升降矣
。 ”
具体又分

:

¹

升降肺气
。

肺主宣发与肃降
,

肺气郁滞
,

宣降失

常
,

则见咳嗽
、

胸痞等症
,

可选用麻黄配杏仁
、

桔

梗配积壳
、

苏叶配杏仁等
,

一开一降
、
使肺之宣

降功能复常
。

这些配伍可见于麻黄汤
、

三拗汤
、

杏苏散
、

败毒散等方剂中
。

º升降脾胃
。

脾宜升

则健
,

胃宜降则和
。

脾胃气机升降失常则见皖腹

痞胀
,

吐泻食少等症
,

可选用人参配半夏
,

黄获

配积实
,

柴胡配积实
、

升麻配积壳
、

干姜配黄连

等
,

一以健脾升清
,

一以通泄胃浊
,

从而使脾胃

气机升降有序
。

这些配伍可见于半夏泻心汤
、

补

中益气汤
、

四逆散等方剂中
。

»升降肠腑
。

大肠

为传导之府
,

传化失司
,

气机塑塞
,

糟粕不得下

行
,

则见便秘
,

腹胀等症
,

可选用权壳或槟榔配

升麻
,

大黄或桃仁配桔便等
,

取升清气而通降腑

气
,

使肠道气机流通而恢复通降之常
。

这些配伍

可见于通幽汤
、

济川煎
、

黄龙汤等方剂中
,

3
.

2 升
、

阳泻火 用于内伤脾胃
,

中气下

陷
,

清阳不升而脾湿下流
,

郁而生热
,

阴火又复

上冲形成的内伤发热之候
。

如《脾胃论 》补脾 胃

泻阴火升阳 汤
,

用参
、

茂
、

升
、

柴补脾升阳以治

本
;
黄连

、

黄答苦寒泻火以治标
,

和合应用
,

标本

兼顾
,

则元气恢复
,

燥热自除
。

3
.

3 升火降火 用于水火不济
,

心肾不交

之失眠
、

心烦
。

如《韩氏医通》交泰丸
,

用黄连苦

寒降泄
,

清泻心火
,

使心火得以下交于肾
;
肉桂

辛热升散
,

温阳化气
,

蒸腾肾水得 以上济于心
。

两者相伍
,

一升一降
,

使心肾交而眠自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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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刚柔并用 即辛香苦温刚燥药与阴柔滋润

之品配伍的用药方法
。

4
.

1 补阳药与补阴药同用 用于阳虚
、

阴

虚或阴阳两虚的病证
。

张景岳说
: “

善补阳者
,

必

于阴中求阳
,

则阳得阴助而生 化无 穷
;
善补阴

者
,

必于阳中求阴
,

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 ”

此

即
“

阴阳互根
”
学说的理论在中药配伍中的具体

运 用
。

如《景岳全书》六味回阳饮
,

治疗四吱厥

逆
,

汗出肤冷
,

脉沉细或躁疾的元阳欲脱证
,

方

中既用辛热刚燥之姜
、

附回阳救逆
,

又用甘柔滋

润之熟地
、

当归
,

旨在补阴以助回阳之力
。

4
.

2 辛燥药与甘润药同用 ¹ 用子湿邪

为患而兼阴血不足者
。

如《温疫论 》达原饮
,

治疗

湿温时疫
,

邪伏膜原
,

灼伤阴津之证
。

方用草果
、

厚朴
、

槟榔辛香苦燥
,

理气化湿
;
配伍 白芍

、

知母

阴柔滋润
,

养阴和里
,

既复阴液
,

又防温燥耗阴
。

º用于湿温病后期阴伤较甚而余湿未净者
。

常

用麦冬
、

石解
、

沙参
、

玉竹等滋阴益胃的同时
,

配

小量半夏
、

陈皮
、

厚朴
、

白豆恙等辛燥之品
,

宣畅

气机
,

化湿开胃
,

使湿去而不伤阴
,

护阴而不恋

邪
。

»用于制约药性之偏者
。

如《伤寒论》真武

汤中附子虽能温肾助阳以化水
,

但辛热燥烈易

伤阴
,

故配白芍甘柔补阴而缓急
,

制其所偏
。

5 开合并用 即辛散通行之品与酸敛收涩药

配伍的用药方法
。

5
.

1 发散药与酸收药相伍 ¹ 调和营卫
。

如《伤寒论 》中治太阳中风证的桂枝汤
,

用桂枝

辛散解肌调卫
;用芍药酸收敛阴和营

,

使营卫和

谐
,

汗出恶风之证自解
。

º用敛佐散
。

如《伤寒

论》中治疗外感风寒
,

内停水饮之咳喘证的小青

龙汤
,

用麻黄
、

桂枝
、

细辛
、

干姜辛散解表
,

温肺

化饮 ;佐以五味子酸收敛肺止咳
,

防止辛散疏泄

过量以致耗伤肺气
。

» 用散佐敛
。

如《医学正

传》中治久咳肺虚的九仙散
,

用乌梅
、

五味子
、

婴

粟壳酸收敛肺止咳
;
佐以桔梗辛散开宣肺气

,

防

止收敛太过反致恋邪
。

5
.

2 活血药与止血药相伍 用于出血病

证
。

如《十药神书》中治疗血热出血的十灰散
,

用

大
、

小蓟
、

茜草
、

侧柏等炭剂凉血收敛止血 ;又用

大黄
、

丹皮行血祛痪
,

使血止不至留痪
‘

必须指出
,

中药相反配伍并非药性
、

功效相

反的药物即可以任意凑合
,

而需根据药物的特

性
,

针对疾病的性质
,

进行有机组合
,

才能切中

病情
,

提高疗效
。

《内经》中有关精的作用有哪些

《内经》中有关精的论述
,

没有专篇记载
,

而

是散见于各篇中
。

为了便于学习
,

现仅就精的作

用整理归纳如下
:

1 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

如《灵枢
·

经

脉篇》云
: “

人始生
,

先成精
,

精成而后脑髓生
” 。

2 主生殖
。

如《素问
·

上古天真论 》中日
:

“

丈夫八岁
,

肾气实
,

发长齿更
;
二八

,

肾气盛
,

天

癸至
,

精气溢泻
,

阴阳和
,

故能有子
; ⋯⋯

。 ”

3 抵抗外邪侵袭
。

’

如《素问
·

金匾真言

论》说
: “

故藏于精者
,

春不病温
。 ”

说明精气充

盛
,

卫外固密
,

抵抗力就强
,

不易受病
。

4 保持听觉灵敏
。

如 《素问
·

上古天真

论》说
: “

积精全神
,

游行夭地间
,

视听八远之外
,

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
。 ”
说明精能使听觉灵

敏
,

增强寿命
。

5 注目人脑
。

如《灵枢
·

大惑论》说
: “

五脏

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 目
,

而为之精
,

精之寞为

眼
,

骨之精为瞳子
,

筋之精为黑眼
,

血之精为络
,

其寞气之精为白眼
,

肌肉之精为约束
,

裹撷筋骨

血气之精
,

而与脉并为系
,

上属于脑
。 ”

6 养神
。

如《素问
·

生气通天论》说
: “

精则

养神
。 ”

即说明人体的神赖精气的温养
。

(成都市 84 1信箱核工业 41 6 医院 杨德

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