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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德西运用花类药平调脾胃经验

王举静，禄保平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要：毛德西教授在临床中坚持“燮理阴阳，平和为期”之治则，遣方用药不宜太过、不及，太过则留邪，不及则伤正，很少使用

孟浪之剂。同时强调“勿伐中气”，中土立则四旁建，中土败则四旁废，重视对脾胃的顾护。花类药气味芬芳故可醒脾悦脾，药

性平和恰和中焦敦厚之性，轻灵活泼而善畅达气机，秉受少阳春升之气，能升脾清气而降胃浊气，且无辛温刚燥之弊，无峻猛

伤正之嫌，常将之应用于脾胃病的治疗中，如以旋覆花、葛花升清降浊；绿萼梅、佛手花疏肝行气；厚朴花、白扁豆花、代代花芳

香化浊；丁香、金银花调和寒热；百合、合欢花安神舒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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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德西教授为首届全国名中医，第三批、第六批
国家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全国名

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６０
余年，在脾胃病治疗方面临床经验丰富，见解独到。

毛老在脾胃病的治疗中，注重“以和为贵”“以平为

期”，组方以“小而精”为特点，用药轻灵［１－２］。毛老

认为，花类药物芳香怡人，轻清灵动，平正和缓，善入

脾胃经，故常用之与其他药物配伍平调脾胃，每获佳

效。笔者有幸随师学习，耳濡目染，获益良多，现将

毛老应用花类药物治疗脾胃病经验总结如下。

１　花类植物药用的发展源流

花类植物药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

期。《五十二病方》载辛夷、芫花入药。至秦汉时

期，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菊

花、桃花、旋覆花、款冬花等２０余种花类药物。医圣
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十枣汤”包含芫花，可攻

逐水饮，“旋覆代赭汤”可治疗“心下痞硬，噫气不

除”“红蓝花酒”治疗“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

刺痛”，其所载花类药物至今仍然广泛应用于临床。

各代医药专著所载花类药物不断丰富，其外用、

养生、美容等应用不断开发。《本草纲目》是我国古

代对花类药物论述最丰富、最全面、最具特点的医药

学典籍，共有１３０多种花类药入书，并对药物的属
地、生长环境、炮制、性味、归经、鉴别、功能、主治、用

法等诸多方面进行详细记载［３］。

近现代时期，各地本草被广泛考证、整理和研

究，本草专著收载的花类本草数量较古代增加了两

倍。《中华药海》和《中华本草》均收载花类本草

３７５种，《花类本草》按功效对花类药物进行了详细
分类。花类药及其所制中成药广泛应用于各科疾

病，且相关药理研究不断进展，受到广泛关注［４－５］。

２　花类药平调脾胃的理论依据

“以平为期”的治疗理念源自《素问·至真要大

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对中医诊

疗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

阳相对平衡为人体正常生理状态，故“以平为期”，

以调节人体阴阳，恢复人体正常机能的协调平衡为

目标。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二者同居中

焦，共司运化之职，为气机升降之枢纽。《临证指南

医案·不食》载：“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强调

了中土脾胃的重要性。脾胃升降协调，枢纽司之有

度，则四象斡旋，五脏安和。针对脾胃病的治疗，吴

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治中焦如衡，非平不

安。”为“以平为期”在脾胃病治疗中具体延伸的体

现，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并在《医医病书》中进一

步指出：“补中焦以脾胃之体用，各适其性，使阴阳

两不相害为要。”脾胃有多个相反相成的体用属性

及功能差异，如《临证指南医案》云：“盖胃属戊土，

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

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纳食主胃，运化主脾；

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

明阳土，得阴始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又

太阴脾土多虚多寒，阳明胃土多实多热，前者“喜热

而恶寒”，后者“喜凉而恶热”。由此可知，脾胃之间

存在阴阳、升降、燥润、寒热、虚实等多方面属性及功

能差异，两者维持动态平衡是人体健康之关键。故

在治疗中，应结合脾胃相反相成之特性，采用升清降

浊、调和寒热、兼顾润燥等治法，使中焦如衡，达“以

平为期”之效［６］。

毛德西教授在临床中坚持“燮理阴阳，平和为

期”之治则，认为遣方用药不宜太过、不及，太过则

留邪，不及则伤正，很少使用孟浪之剂。同时强调

“勿伐中气”，中土立则四旁建，中土败则四旁废，重

视对脾胃的顾护［７］。毛老认为，花类药气味芬芳故

可醒脾悦脾，药性平和恰和中焦敦厚之性，轻灵活泼

而善畅达气机，秉受少阳春升之气，能升脾清气而降

胃浊气，且无辛温刚燥之弊，无峻猛伤正之嫌，常将

之应用于脾胃病的治疗中，以升清降浊、疏肝行气、

芳香化浊、调和寒热、安神舒郁等法，达平调脾胃之

效，屡化陈疴。

３　花类药平调脾胃的具体应用

３．１　升清降浊调气机　气机的升降是人体生命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云：“非

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脾胃同居中焦，通连上

下，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气益升则健，胃气

益降则和。”脾气不升，则水谷精微无以运化，易致

腹胀、痞闷、纳呆、肠鸣飧泄等症；胃气不降则易致反

酸、嗳气、呃逆、呕吐等，脾胃升降失衡可致多种脾胃

系病症，故治疗中应健脾运中升清，和胃通腑降浊，

以使中焦气机升降平衡。花类药可醒脾开胃，助脾

胃健运，且轻灵活泼、药性流通，为调节脾胃气机升

降的佳品。毛老常以旋覆花、葛花升清降浊，调节脾

胃之升降。

旋覆花，《药性论》谓其“开胃，止呕逆不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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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元御《长沙药解》言：“惟此味咸而治上，为上

中二焦之药。”清代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云旋覆

花“借咸降之力，上者下之，水气行，痰气消，而中焦

自然受补矣”。毛老认为，旋覆花上入肺经，开结

气、降痰气，下入大肠经，除水气、润大肠，在肃降肺

气的前提下，通过大肠传导而发挥“独降”的作用。

毛老强调旋覆代赭汤使用时，应遵循原方用量之比，

即代赭石、旋覆花、生姜比例为１３５，方可发挥
降逆祛痰、益气和胃之功，常应用于噫嗳、噎膈、反

胃、呃逆等症［８］。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旋覆花具有

抗菌、镇痛、免疫调节、抗便秘等药理作用，与降胃

气、止呕的功效密切相关［９］。张渊等［１０］通过网络药

理学分析，得出旋覆花主要通过促进细胞凋亡、下调

炎症因子、调控血管生成、抑制细胞增殖和一氧化氮

生成、阻止黏膜病变恶化等作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

葛花始载于《名医别录》，谓其可“消酒”，《滇南

本草》载其可“治头晕，憎寒，壮热，解酒醒脾，酒痢，

饮食不思，胸膈饱胀，发呃，呕吐酸痰，酒毒伤胃，吐

血，呕血，消热”。李东垣所创解酒经典名方葛花解

酲汤以葛花为君药，治疗饮酒过度，湿伤脾胃者。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过度饮酒者，酒之湿邪蕴结

中焦，损伤脾胃升清降浊之功，致气机升降失调，可

见发热烦渴、不思饮食、呕逆吐酸、吐血等症，毛老常

用解酒三味方“葛花、葛根、枳蓂子”各１０～１５ｇ治
疗，葛花升清阳，解酒醒脾和胃，使酒湿从表而解，葛

根清酒积阳明之热，并升脾胃以生津，枳蓂子止呕

逆、止渴除烦、利尿解酒，三者配伍，可恢复脾胃气机

升降，缓解胃肠道症状，共奏解酒之效。

３．２　疏肝行气调生克　肝属厥阴风木，肝气升发，
喜条达而恶抑郁，其主疏泄，调畅气机的作用与脾胃

升降纳化的正常运行密切相关。如《素问·宝命全

形论》所载：“土得木而达。”肝脾土木相克，若肝失

疏泄，则易克伐脾土，使脾失健运，不能升清，胃气失

和，升而不降，气机失常而为病。清代林佩琴《类证

治裁》谓：“肝木性升散，不受遏郁，郁则经气逆，为

嗳，为胀，为呕吐，为暴怒胁痛，为胸满不食，为飧泄，

为疝，皆肝气横决也。”对肝木克伐脾土，致脾胃气

机失调为病的症状进行论述。毛老在脾胃病的治疗

中，强调“治肝以安胃”“阳明不治，求之厥阴”，在花

类药物中常运用绿萼梅、佛手花，理气而不碍胃，芳

香可升脾津，奏芳香疏气之效，从而疏调肝气，调节

肝脾之生克，以恢复脾胃升清降浊之功。

绿萼梅，性平，味酸、涩，归肝、胃、肺经，《药性

纂要》谓其可“助胃中生发之气，清肝经郁结之热”。

《本草备要》载其“开胃散郁，止渴生津，解热涤烦。

得先天气，助清阳上升”。《饮片新参》言其“平肝和

胃，止脘痛、头晕，进饮食”。可见其芳香行气，有疏

肝和中、开胃生津，理气化痰之效，擅于从“中”调

治，斡旋中焦气机，徐经世教授应用绿萼梅治疗脾胃

病、肿瘤术后脾胃相关症状、郁证、失眠等，常获佳

效［１１－１２］。最新药理研究表明，绿萼梅有抗抑郁、抗

氧化、抗黑色素形成、抑制醛糖还原酶活性，抑制血

小板聚集等作用［１３］。

佛手花，辛苦微温，辛能开，苦能降，故能疏肝理

气，醒脾开胃，主治肝胃气痛，食欲不振，如《药材资

料汇编》所载可“平肝胃气痛”。绿萼梅、佛手花为

宋向元先生经验方爽胃饮的重要组成药物［１４］，二者

配伍，不仅可疏肝解郁，调理气机，且气味芬芳，能悦

脾开胃，增进食欲，轻清疏导，理气而不伤阴。全方

可疏肝和胃，用于肝胃气痛所致胃脘痞满，胸胁不

舒，不思饮食，嗳气呕恶者，尤适用于女性患者，毛老

常用剂量为：当归１０ｇ，炒川楝子１０ｇ，佛手花１０ｇ，
茯苓１５ｇ，瓜蒌皮１０ｇ，清半夏１０ｇ，绿萼梅１０ｇ。
若兼湿热聚中，肝胃气逆，致反酸烧心嘈杂，甚则呕

吐者，常配伍左金豆子汤（萸黄连６ｇ，刀豆子６ｇ），
苦寒与苦温结合，清肝与暖胃结合，以达清热降逆，

清肝和胃之效。兼有肝气郁滞，胃胀、腹胀者，加入

木香８ｇ行气止痛，毛老认为香可入脾，故木香可引
药入脾经，为消化道药物。

３．３　芳香化浊和润燥　湿邪为脾胃病中的重要致
病因素，“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失健运则无法正

常运化水谷、水液，易滋生内湿；湿邪侵袭人体，最易

损伤脾脏，如《温病条辨》谓：“脾主湿土之质，为受

湿之区，故中焦湿证最多。”《四圣心源·六气解》

言：“己土之湿为本气，戊土之燥为子气，故胃家之

燥不敌脾家之湿，病则土燥者少而土湿者多也。”指

出中焦常为湿困，湿浊盘踞中焦，必碍气机之运行而

为病。“土爱暖而喜芳香”，芳香之品可入脾，助脾

运化，消除湿浊，畅中焦气机。湿浊阻于中焦者，毛

老常以芳香三花汤（厚朴花、白扁豆花、代代花）芳

香化浊，醒脾、醒神、开窍，取“凡花皆散”之特性，以

散浊气、散湿气、散暑气、散食气，达“轻可去实”之

效。

厚朴花为厚朴的干燥花蕾，辛温苦燥，最早载于

《饮片新参》，曰其“温香微苦，宽中理气，治胸闷”。

《四川中药志》谓其“宽胸理膈，降逆理气”。厚朴花

具有行气宽中，开郁化湿之效，其性味功效与厚朴相

似，而燥湿破气之力弱于厚朴，适用于气滞湿阻，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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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虚弱，畏厚朴力强者，且厚朴花偏于中上焦，厚朴偏

于中下焦，更利于湿浊的宣化。临床常应用于湿邪困

脾、气滞胀满、胸脘胀闷、纳谷不香者。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其主要由酚酸类、酮类、苯乙醇苷类等化学成分

组成，可发挥抗炎、镇痛、抗菌等药理作用［１５］。

白扁豆花味甘淡，性平，归脾、胃和大肠经。

《四川中药志》载其可“和胃健脾，清热除湿”。《本

草便读》曰：“消暑散邪，以治夏月泄痢。”《温病条

辨》载：“解暑，惟扁豆花为最。”可健脾和中，解暑化

湿止泄，无温燥伤阴之虞。常应用于夏月脾为湿困、

暑热头痛、胸脘痞闷、呕逆、泄泻、痢疾等症。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其成分主要为脂肪酸及其酯类、黄酮

类、芦丁类等，其中肉豆蔻酸的抗菌作用可治疗寒

痢、腹胀、腹痛及消化不良等症状。其他成分可发挥

保肝、抗氧化、抗糖尿病、抗结核、降胆固醇、抗肥胖、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提高免疫力等作用［１６－１８］。

代代花味甘微苦，性平，归肝胃经，《饮片新参》

谓其有“理气宽胸，开胃止呕”之效，《动植物民间

药》云：“治腹痛，胃痛。”《浙江中药手册》载其能

“调气疏肝，治胸膈及脘宇痞痛”。代代花具有疏肝

理气宽中、消食和胃止呕、行气化痰解郁之效，临床

常应用于胸腹满闷胀痛，食积不化，恶心呕吐，胃下

垂、脱肛、痰饮阻滞、郁证等症状。Ｌｉ等［１９］通过动物

实验，得出代代花提取物可对小鼠肠道菌群如厚壁

菌门／拟杆菌门比值，及丹毒丝菌科、毛螺菌科进行
调节，从而逆转肠道菌群失调。其所含辛弗林可促

进肾上腺素所致的胃排空、小肠推进，影响胃肠肌

电，从而促进胃肠动力［２０］。此外，代代花还具有抗

肥胖、抗抑郁、抗氧化、抗菌、抗炎、抗病毒、抗肿瘤、

降血脂等药理作用［２１］。

三花合用，对痞满、胀痛，食后有堵塞不消化之

感，口味秽浊者，投之必效。若代茶饮，则可消胀减

肥。毛老常将芳香三花汤与藿香三味饮（藿香、佩

兰、砂仁）、开胃三芽饮（谷芽、麦芽、稻芽）合用，为

经验方三三九气汤，可芳香化浊、淡渗利湿、肃肺降

逆、甘温和胃，广泛应用于脾胃不和、肺气失肃或肝

胃不和、湿浊不化等消化、呼吸系统疾病。若女性患

者伴有面部褐斑，则应用五花当归酒（佛手花、代代

花、玫瑰花、白扁豆花、红花、岷当归，黄酒浸泡１５ｄ
后饮用），以宣化湿浊，疏解肝郁，调和气血，达美容

之效。

３．４　平调寒热燮阴阳　毛老指出，太阴脾土常虚，
阳明燥土易实，脾喜温，病则多寒，胃喜凉，病则多

热，常见“脾寒胃热”之象，脾寒则清阳不升，胃热则

浊阴不降，升降失调，气机逆乱，中焦不通，故治疗中

应重视寒热平调，“寒热中适，故气将持”，花类药柔

和轻灵，可清泻实热而不致苦寒太过损脾阳，温中焦

而不致辛燥太过伤胃阴，临证常以丁香、金银花调太

阴阳明寒热，燮理脾胃阴阳。

丁香归脾、胃、肺、肾经，为温里药，辛温芳香，辛

能行能散，温能通，善走脏腑而温里祛寒，始载于

《药性论》“治冷气腹痛”。《本草正》载：“温中快

气。治上焦呃逆，除胃寒泻痢。”黄元御《玉楸药解》

云：“辛烈温燥……暖中扶土，降逆升陷。”《医林纂

要》曰其“暖胃、去中寒”。对于脾胃虚寒、呃逆呕

吐、食少吐泻、心腹冷痛等疗效尤佳。临床中焦寒湿

不化，胃痛，呃逆不断，泛泛欲呕，时吐浊者，毛老常

以经验方开胃醒脾方（砂仁８ｇ，白豆蔻仁８ｇ，公丁
香３ｇ）治疗，其中公丁香温中降逆，“快脾胃而止呕
逆”，砂仁、白豆蔻仁温中止呕，化湿行气，每获良

效。胃癌患者，久病正气亏虚，脾胃虚寒，呃逆嗳气

不止，毛老以丁香柿蒂汤温中益气，降逆止呕。公丁

香气味芬芳，毛老常用之治疗口臭，祛除口中秽浊之

气。现代研究表明，丁香促胃酸和胃蛋白酶分泌，抗

胃溃疡，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肠蠕动，止呕，抑制幽门

螺杆菌、大肠杆菌、大肠埃希菌活性，消炎，抗氧化，

解热镇痛，常用于治疗消化系统及口腔疾病［２２－２４］。

金银花味甘性寒，归肺、心、胃经，可清热解毒，

疏风散热，凉血止痢。《本草通玄》谓：“主胀满下

痢。”《本草纲目拾遗》曰：“可宽中开胃，清热解毒。”

常用于阳明热盛之便秘、口腔溃疡、面部痤疮，风热

盛而致咽喉痛，热毒所致泻痢便血等。对于口腔溃

疡急性发作期，属上焦实热者，毛老常以银蒲玄麦汤

（金银花、蒲公英、玄参、麦冬）治疗，方中以金银花、

蒲公英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玄参、麦冬清热养阴生

津，此四味散热与养阴兼顾，共清上焦热邪。若反复

发作，属土虚浮热上炎者，毛老常以封髓丹（砂仁、

黄柏、甘草）补土伏火。肾病大家时振声教授常以

银蒲玄麦甘桔汤（金银花、蒲公英、玄参、麦冬、生甘

草、桔梗）治疗肾炎患者，伴肺胃热毒上攻，咽喉干

痛者，以疏风利咽，清热解毒。对于阳明热盛，面部

痤疮者，毛老常以对药金银花、连翘治疗。最新药理

研究表明，金银花对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均有较强

抑制效果，且具有促胃肠运动、调节肠道菌群、预防

结肠炎症、抑制人结肠癌 ＨＣＴ１１６细胞增殖等作
用［２５－２９］。

３．５　安神舒郁畅情志　情志失调与脾胃病关联密
切，不仅是脾胃病的病因，也是长期伴随脾胃病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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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之一［３０］。《脾胃论·阴病治阳阳病治阴》言：“皆

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指

出情志失和，脾胃乃伤之理。脾胃病迁延日久，患者

为病痛所累，生活质量降低，易致情绪低落、抑郁等。

对脾胃病伴有焦虑、抑郁、烦躁、不寐等情志不遂者，

毛老常怡情解郁，调畅情志使脾胃症状得舒，花类药

中常应用百合、合欢花，以其气味芳香沁人心脾，解

郁养心安神。

百合甘寒，归心肺胃经，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

补中益气。《神农本草经》载其“主邪气腹胀、心痛。

利大小便，补中益气”。《本经逢原》曰：“能补土清

金。”毛老常将之应用于脾胃病治疗中。胃脘痛或

痞塞不和，但无吞酸烧心者，毛老常以三味方百合乌

药甘草汤治疗，其中百合、乌药两味出自陈修园《时

方歌括》百合乌药汤，主治“心口痛，服诸药不效者，

亦属气痛”者，用以治疗诸气 郁所致的胃脘痛，其

中百合甘寒，可降泄肺胃郁气，滋养胃阴，乌药辛温

散寒，行气止痛，温顺胃经逆气。二者一阴一阳，寒

温并举，润燥得宜，为甘平养胃之要剂。加入甘草一

味以缓急和中，平和而效捷。气滞血瘀致心胃疼痛、

痞满、憋胀、逆气者，毛老常以陈修园三合汤（百合

乌药汤、丹参饮、金铃子散）治疗，此方以“通”为法

治疗胃痛，其中百合乌药汤有“中结者使之旁达”之

效，丹参饮“调血以和气”，金铃子散“上逆者使之下

行”，共奏活血化瘀，理气止痛，升清降浊之效，常效

如桴鼓。近代名中医常以陈修园三合汤化裁治疗脾

胃病，名老中医夏度衡经验方肝胃百合汤为陈修园

三合汤及小柴胡汤等多方化裁而来，由柴胡、黄芩、

百合、乌药、丹参、川楝子、郁金７味药物组成，广泛
用于治疗各种肝胃不和型胃肠道疾病，常获佳

效［３１］。焦树德教授运用百合乌药汤、良附丸、丹参

饮组成“三合汤”治疗胃脘痛久治不愈、气血、虚实、

寒热夹杂者，瘀血明显时加失笑散组成“四合汤”，

疗效显著［３２］。此外，毛老临床中尤其注重嘱咐患者

养生，常对日常饮食进行指导，对于失眠、焦虑者，常

嘱以小米交替加百合、银耳、莲子煮粥，以清心安神，

和胃祛湿。

合欢花，性平，味甘，归心、肝经，可宁心安神、疏

肝解郁、理气和胃，如《神农本草经》谓其“主安五

脏，利心志，令人欢乐无忧”。《饮片新参》曰：“调和

心志，开胃，理气解郁，治不眠。”对于脾胃病患者伴

失眠、焦虑、心神不安者，毛老常以二合一藤丸（合

欢花、合欢皮、首乌藤）治疗，以安神解郁，调畅情

志。毛老强调情志为脾胃病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脾

胃病迁延日久，易影响患者情绪、睡眠，“胃不和则

卧不安”，故治疗中应注重调畅情志、养心安神，脾

胃症状常随之改善。最新药理研究表明，合欢花具

有保护胃肠道的作用，其中黄酮槲皮素和山柰酚可

抗溃疡，保护胃黏膜，槲皮素可治疗结肠炎。其抗抑

郁、抗焦虑、镇静催眠、神经保护的作用常应用于安

神、益脑和治疗失眠［３３－３４］。

４　结语

毛德西教授临证常以花类药治疗脾胃病，具体

以旋覆花、葛花升清降浊，绿萼梅、佛手花疏肝行气，

厚朴花、白扁豆花、代代花芳香化浊，丁香、金银花调

和寒热，百合、合欢花安神舒郁，以调脾胃之气机、生

克、润燥、寒热及情志，达“治中焦如衡”“以平为期”

之效，常着手回春，屡获佳效。毛老以花类药治疗其

他系统疾病亦经验丰富，有待进一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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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ｒｕｔｉｎｉｎＬａｂｌａｂＦｌｏｓａｌｂｕｓｂｙＨＰＬＣ［Ｊ］．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ｆｆ，２０１３，２７（３）：３０８－３１１．

［１９］ＬＩＸＹ，ＨＡＯＹＦ，ＨＡＯＺＸ，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Ｃｉｔｒｕｓ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Ｌ．ｖａｒ．ａｍａｒａＥｎ
ｇｌ．ｏｎｆａｔ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Ｐｈｙ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０：
１５３６３４．

［２０］王婷，娄鑫，苗明三．代代花的现代研究与思考［Ｊ］．中
医学报，２０１７，３２（２）：２７６－２７８．
ＷＡＮＧＴ，ＬＯＵＸ，ＭＩＡＯＭ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ｄａｉｈｕａ［Ｊ］．ＡｃｔａＣｈｉｎＭｅｄ，
２０１７，３２（２）：２７６－２７８．

［２１］谢芯癑，夏燕莉，许轲，等．药食同源代代花药理作用及
应用研究进展［Ｊ／ＯＬ］．现代食品科技：１－８（２０２３－
０３－１９）［２０２３－０３－３０］．ｈｔｔｐｓ：／／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ｎｓ８／
ｄｅｆａｕｌ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ｅｘ．
ＸＩＥＸＹ，ＸＩＡＹＬ，ＸＵＫ，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ｄ
ｆｏｏｄ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ｅｒｓ［Ｊ／ＯＬ］．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８（２０２３－０３－１９）［２０２３－
０３－３０］．ｈｔｔｐｓ：／／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ｎｓ８／ｄｅｆａｕｌ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ｅｘ．

［２２］美丽，朱懿敏，罗晶，等．丁香化学成分、药效及临床应
用研究进展［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５（１５）：
２２２－２２７．
ＭＥＩＬ，ＺＨＵＹＭ，ＬＵＯＪ，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ｉＦｌｏｓ［Ｊ］．ＣｈｉｎＪＥｘｐＴｒａｄｉｔＭｅ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２０１９，２５（１５）：２２２－２２７．

［２３］ＨＯＢＡＮＩＹＨ，ＭＯＨＡＮＳ，ＳＨＡＨＥＥＮＥ，ｅｔａｌ．Ｇａｓｔｒｏ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ｗｄｏｓｅＥｕｇｅｎｏｌ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ｔ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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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ｉｎｓｔｅｔｈａｎｏ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Ｊ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２２，２８９：１１５０５５．

［２４］ＹＯＯＪＨ，ＢＡＥＫＫＨ，ＨＥＯＹＳ，ｅｔａｌ．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
ｃｉｄ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ｏｖｅｏｉｌａｎｄ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ｐｌａｓｍａ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Ｏ１５７：Ｈ７ａｎｄＳｔａｐｈｙ
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２１，９３：１０３６１１．

［２５］ＭＡＦ，ＣＨＥＮＹ，ＬＩＪ，ｅ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ｆｏｒａｎｔｉ－Ｈｅｌｉ
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ｓ［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０，１６（４４）：５６２９－
５６３４．

［２６］ＺＨＥＮＧＳＷ，ＬＩＵＳＴ，ＨＯＵＡＪ，ｅ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ｅ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ｅＦｌｏ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ｏｏｄａｎｄ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Ｆｒｏｎｔ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２２，１３：
１０１３９９２．

［２７］杨兰，刘东波，舒利，等．不同基源“金银花”的功能和应
用研究进展［Ｊ］．食品与机械，２０２０，３６（１）：１０－１９．
ＹＡＮＧＬ，ＬＩＵＤＢ，ＳＨＵＬ，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ＦｏｏｄＭａｃｈ，２０２０，３６（１）：１０－１９．

［２８］ＰＡＲＫＪ，ＫＩＭＪ，ＲＹＵＢ，ｅｔａｌ．Ｐ０１．１２．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ｎｄｅｘｔｒａｎｓｕｌｆａｔｅｓｏｄｉｕｍ－ｉｎ
ｄｕｃｅｄｃｏｌｉｔｉｓｉｎ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１／
Ｔｈ１７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ＢＭＣ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ｌｔｅｒｎＭｅｄ，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２９］刘双，耿炜，张红艳，等．基于《中华医典》探讨金银花用
药规律及核心组合药物的现代药理活性挖掘［Ｊ］．世界
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２２，２４（１２）：５００６－５０１６．
ＬＩＵＳ，ＧＥＮＧＷ，ＺＨＡＮＧＨＹ，ｅｔ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ｄｉ
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ｍｕｌａ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ｉｎ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
ｉｎｇ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ｔｓｃｏ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Ｊ］．ＭｏｄＴｒａｄｉｔＣｈｉｎＭｅｄＭａｔｅｒＭｅｄ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Ｔｅｃｈ
ｎｏｌ，２０２２，２４（１２）：５００６－５０１６．

［３０］付怡茗．从中西医不同视角探讨情志与脾胃病的相关

性［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２２，３７（３）：１６２５－１６２８．
ＦＵＹ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ｐｌｅｅｎ－ｓｔｏｍａｃ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ＣｈｉｎａＪＴｒａｄｉｔＣｈｉｎ
ＭｅｄＰｈａｒｍ，２０２２，３７（３）：１６２５－１６２８．

［３１］熊晔，周慧，胡革．基于异病同治探讨肝胃百合汤治疗
肝胃不和型反流性咽喉炎［Ｊ］．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
育，２０２３，２１（３）：８９－９２．
ＸＩＯＮＧＹ，ＺＨＯＵＨ，ＨＵ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ＧａｎｗｅｉＢａｉｈｅ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ｖｅｒ－ｓｔｏｍａｃｈｄｉｓｈａｒｍｏｎｙ
ｒｅｆｌｕｘｐｈａｒｙｎｇｉ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Ｊ］．ＣｈｉｎＭｅｄＭｏｄ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Ｅｄｕｃ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２１（３）：８９－９２．

［３２］焦树德．“三合汤”“四合汤”治疗胃脘痛［Ｊ］．中医杂志，
１９８９，３０（５）：１６－１７．
ＪＩＡＯＳ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ｐｉｇａｓｔｒｉｃｐａｉｎｗｉｔｈ＂ｓａｎｈｅｄｅｃｏ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ｈｅ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Ｊ］．ＪＴｒａｄｉｔＣｈｉｎＭｅｄ，１９８９，
３０（５）：１６－１７．

［３３］李冉，田介峰，罗学军，等．合欢花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
作用的研究进展［Ｊ］．天津药学，２０２２，３４（２）：６６－７１．
ＬＩＲ，ＴＩＡＮＪＦ，ＬＵＯＸＪ，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ｏｆＡｌｂｉ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Ｄｕｒａｚｚ［Ｊ］．ＴｉａｎｊｉｎＰｈａｒｍ，
２０２２，３４（２）：６６－７１．

［３４］ＬＵＰＦ，ＺＨＡＮＧＣＺ，ＺＨＥＮＧＪＤ，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
ｖｉｅｗｏｆＨｅｈｕａｎ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Ｈｅｈｕａｎｂａｒｋ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Ｊ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２３，３０３：１１６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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