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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温阳散寒、疏肝解郁、理气散结3方面对香附-高良姜药对进行阐述，指出温阳散寒多用于胃

痛、呕吐等中阳不足、寒凝中阻之证；疏肝解郁多用于泄泻、胁痛、月经过少、痛经、乳房胀痛等肝郁不疏、肝气

乘脾、肝胃不和之证；理气散结多用于息肉、癌肿之气滞痰凝之证。

［关键词］香附；高良姜；药对；临床应用

［中图分类号］ R2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600（2021）05-0011-03

A Probe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Drug Pair Xiangfu and Gaoliangjiang

LI Pengfan1, GU Sizhen2, CHEN Kanjun2, WANG Qi1, FAN Chunxiang1△

1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Punan Hospital, Shanghai 200125, China;
2 Shugu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uplet medicines of Rhizoma Cyperi and Rhizoma Galangae from

three aspects: warming Yang and dispelling cold,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regulating Qi and

dispersing knot. Warming Yang and dispelling cold are mostly used for patterns of deficiency of Zhongyang and

obstruction of cold coagulation, such as stomachache, vomiting and so on.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is often used for patterns of liver Qi stagnation, liver Qi restricting spleen, disharmony between liver

and stomach, including diarrhea, hypochondriac pain, hypomenorrhea, dysmenorrhea, breast distension and others;

regulating Qi and dispersing knot is mostly used for polyps and cancer of Qi stagnation and phlegm coagul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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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附辛、微苦、微甘、平，归肝、脾、三焦经，具

有疏肝解郁，调经止痛，理气宽中之功效。高良姜

辛、热，归脾、胃经，具有散寒止痛，温中止呕之功

效［1］。香附、高良姜二药配伍首见于仲景之书，二药

成方之良附丸出自谢元庆《良方集腋》，施今墨［2］

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所致的胃痛、腹

痛也有香附、高良姜配伍。当代名家焦树德［3-4］治

疗胃痛之三合汤、四合汤中香附、高良姜配伍起重

要作用。通过阅读古今文献书籍发现，香附与高

良姜相伍治疗病证繁多，陈述冗杂，但其功效主要

有三，一者温阳散寒，二者疏肝解郁，三者行气散

结。因此，本文试从以上3方面对香附-高良姜药

对进行浅析。

1 温阳散寒

《本草纲目》认为高良姜性味辛、热，有温阳和

中及散寒止痛的作用。《药性论》谓高良姜可治腰

内久冷、寒凝中焦所致的腹部冷痛。《珍珠囊》认为

高良姜是温通脾胃之佳品。《名医别录》谓高良姜

“主暴冷，胃中逆冷，霍乱腹痛。”对胃中冷有较好

疗效。《本草纲目》谓：“香附之气平而不寒，香而能

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香附为

辛、微甘、微苦之品，辛散之力可辅高良姜散寒，辛

甘化阳，可助高良姜温阳，微苦能制约辛散之力，

防其耗散太过。二者相须为用，既有利于中阳内

守，得以生化，又防中阳过旺，耗散太过，甚则损及

真阴，共奏温阳散寒之功，适用于中阳不足、寒凝

中阻的胃痛、呕吐等，代表方见于《良方集腋》：“高

良姜酒洗七次，香附子醋洗七次，各焙、各研、各贮

等分。如病因寒而得者，用高良姜二钱，香附末一

钱……用时以米饮加生姜汁一匙、盐一撮为丸，服

之立止。”方中高良姜味辛性热，善内攻走里，专温

脾胃之阳，散脾胃之寒，以温胃散寒止痛降逆为其

长。香附辛散兼有疏通之能，二药伍用，香附得高

良姜，中阳得温，凝结之寒方得温化，高良姜得香

附，辛散之寒邪得以外导。终致中阳复生，凝结之

寒得以疏通，通则不痛。又如《类编朱氏集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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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中将香附、苍术、良姜各等分为末的香附子

饮，用灯心草煎汤送服，治疗寒凝心脉之真心痛。

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

染者几乎均存在慢性活动性胃炎［5-6］，其常见症状

有上腹痛（52.9%）、腹胀（48.7%）、餐后饱胀（14.3%）

和早饱感（12.7%）［7］，且Hp阳性的慢性胃炎患者无

论有无症状和并发症，除非存在抗衡因素，均应行

Hp根除治疗［8］。现代药理研究［9-10］表明，高良姜提

取物具有广泛的抑菌谱，并且高良姜的醇提物生药

终浓度为0.016 g/mL时有明显抑制Hp作用。同

时，香附提取物浓度为1.0 g/L时，具有抑制Hp的

作用［11］。李淑雯等［12］研究表明醋香附具有镇痛作

用，其作用机理是阻止痛信号传导，减少传导物质

表达，从而使痛觉信号无法在痛觉神经内传导。

阙世伟［13］用良附丸加味治疗顽固性胃痛36例，均

以胃脘痛为主要表现，其中血、尿、粪常规检查基

本正常31例；胃镜提示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或

萎缩性胃炎）6例，胃溃疡15例，十二指肠溃疡5

例；7天为1个疗程，连续服用1～3个疗程，如病

程较长症状较重可连续服用5～7个疗程；结果治

愈24例，有效10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4.4%。

李德林［14］运用五合汤治疗155例胃脘痛，参照全

国中医内科学会1984年脾胃病会议拟定的“胃脘

痛疗效评定标准”，3个疗程后近期临床治愈66

例，显效52例，好转30例，无效7例，总有效率为

95.0%。刘庆林［15］喜用香附-高良姜药对治疗胃脘

疼痛，口吐清涎，喜温喜按之中阳不足或胃中寒凝

证，屡用屡验。

2 疏肝解郁

《本草求真》言香附“专属开郁散气。”其味辛，

能散郁，《得配本草》谓香附“通两胁，解诸郁，引血

药至气分而生血。”木主生发，肝主疏泄，疏泄失

司，可见情志不畅，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甚则两胁

作痛。木郁克土，高良姜可温脾土。两者配伍，有

“既病防变”之意。木条达，则土自安。对素体脾

阳不足，或兼有寒象的肝郁、肝气乘脾之腹泻、胁

痛等疗效甚佳。如清代包岩《妇科一百十七症发

明》中治疗一妇人因情志不畅之郁证兼肝气乘脾

之便溏等，用香附、良姜配伍柴胡、枳壳、川芎、芍

药等，见效甚捷。

女子以肝为先天［16］，疏泄失司，可见月经过

少、痛经、乳房胀痛等症，或有肝郁和血虚之象，

《本草衍义补遗》谓其可“生血”，实乃使旧血和而

新血自生，与补血、养血等二义也。而高良姜辛热

温通之力可助其旧血行，则新血生。《本草纲目》载

香附能“利三焦，解六郁……治妇人崩漏带下，月

候不调，胎前产后百病。”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

指出：“香附，凡气郁血气必用之，炒黑能止血。”良

姜入脾、胃二经，能养后天之本，使化生有源。两

者配伍，相得益彰。

翁黄念慈［17］给小鼠灌服香附煎剂后将小鼠置

于悬尾绝望模型中，观察其运动状态，结果显示，与

空白组相比，小鼠灌服高剂量香附煎剂（0.54 g/kg）

后可有效减少其不动时间（P＜O.05）；灌药后将大

鼠置于追泳绝望模型，观察其游泳状态，与空白组

相比，灌服香附煎剂（0.27 g/kg）可有效缩短大鼠

不动时间，表明香附具有抗抑郁作用。王忠民［18］

喜用醋香附、高良姜配伍玫瑰花、炒枳实、制延胡

索、桃仁、红花、白芍、当归、丹参、甘草等治疗重度

痛经且反复发作者。张金环等［19］用十香止痛丸加

减治疗两胁胀满疗效甚捷。刘爱明等［20］用高良

姜、香附配伍加减治疗妇女抑郁，有效率达99.5%。

3 理气散结

《本草正义》云：“香附，辛味甚烈，香气颇浓，

皆以气用事，故专治气结为病。”又“凡辛温气药，

飚举有余，最易耗散元气，引动肝肾之阳，且多燥

烈，则又伤阴”。惟香附“虽含温和流动作用，而物

质既坚，则虽善走而亦能守，不燥不散，皆其特异

之性，故可频用而无流弊。未尝不外达皮毛，而与

风药之解表绝异。未尝不疏泄解结，又非上行之

辛散可比。”《本草纲目》谓其为足厥阴肝、手少阳

三焦气分主药，而兼通十二经气分。《药性论》认为

高良姜“治腰内久冷，胃气逆、呕吐。治风，破气，

腹冷气痛；去风冷痹弱，疗下气冷逆冲心，腹痛，吐

泻。”秦伯未教授认为：“良附丸治肝胃气痛之偏于

寒者有效［21］。良姜长于温胃散寒，香附长于疏肝

行气。一般用量大多相等，取其互相协助，但因寒

而得者，良姜可倍于香附；因气而得者，香附可倍

于良姜。”且香附性质平和，理气而不伤阴，尤适于

肝血不足之肝胃气滞；若阴虚甚者可配用一贯煎；

若有热者可配用知母、竹茹、石膏之属［22］。

宋宏宾等［23］用良附丸加减治疗胃息肉；庄严

等［24-28］发现，香附-高良姜配伍之新加良附方用以

治疗或辅助治疗中晚期胃癌有一定疗效；王贺玲

等［29］对小鼠灌药，对照组灌服等体积蒸馏水，通过

测定小鼠胃内残留率及小肠推进率，观察其对健

康小鼠胃肠运动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香附等对

胃肠运动有促进作用；方国英等［30］报道，香附提取

物可降低胃癌细胞增殖，表明香附具有抗肿瘤作

用；陈郑等［31］发现高良姜素能干预周期蛋白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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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等表达而抑制肿瘤细胞增

殖，还可通过线粒体及内质网凋亡通路诱导肿瘤

细胞凋亡，并能抑制黏着斑激酶的表达和上皮间

质转化进而抑制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此外，高

良姜素还能下调抗凋亡蛋白表达从而增加耐药肿

瘤的化疗敏感性。

综上所述，香附-高良姜配伍主要有温阳散

寒、疏肝解郁、理气散结3方面功效。其中温阳散

寒多用于胃痛、呕吐等中阳不足、寒凝中阻证。疏

肝解郁多用于泄泻、胁痛、月经过少、痛经、乳房胀

痛等肝郁不疏、肝气乘脾、肝胃不和证。理气散结

取其理气不伤阴、散结不伤正之意，多用于息肉、

癌肿之气滞痰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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