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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舒文教授临证对药和角药配伍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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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沈舒文教授临证常用麦冬、石斛；半夏、黄连；黄芪、葛根；蔓荆子、全蝎；白芷、禹白附、

白蔹；千年健、姜黄、鸡血藤；黄芪、肉桂、白芍；栀子、知母、连翘等8组对药与角药的组成功效、配伍要点、适应

病症、随证加减等的介绍，探讨沈舒文教授临证擅用对药和角药增效减毒、相辅相成的用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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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y introducing the composition and efficacy, compatibility of medicines, indications,

prescription vari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igns of eight herb couples, including Maidong (Radix ophiopogonis)

and Shihu (Dendribium nobile), Banxia (Pinellia Tuber) and Huanglian (Coptis Root); Huangqi (Radix astragali)

and Gegen (Radix Puerariae); Manjinzi (Fructus viticis) and Quanxie (Scorpion); Baizhi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Yubaifu (Rhizoma typhonii) and Bailian (Radix ampelopsis); Qiannianjian (Homalomena rhizoma),

Jianghuang (Rhizoma Curcumae Longae) and Jixueteng (Millettia reticuiata Benth.); Huangqi (Radix astragali),

Rougui (Cortex cinnamomi) and Baishao (Paeonia lactiflora); Zhizi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Zhimu

(Rhizoma Anemarrhenae) and Lianqiao (Fructus forsythiae) used commonly by professor Shen Shuwen, the paper

discusses professor Shen Shuwen’s medication experience in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toxicity by

using herb couples and horn herbs,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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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舒文教授是全国名老中医，陕西省首批名中

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

家，全国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脾胃病重点

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师承博士专业学

位导师。沈舒文教授在遣方用药方面具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擅长运用对药及角药，药简功专，疗效显著。

1 常用对药

1.1 麦冬、石斛：益胃养阴，清热生津 麦冬味

甘，微苦寒，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沈舒

文教授用治胃阴虚有热之舌干口渴、饥不欲食、呕

逆、大便干燥、胃脘灼痛，常用剂量10 g。石斛味

甘，微寒，养阴清热，益胃生津。沈舒文教授用治

胃热阴虚之胃脘隐隐作痛、烦渴、口舌生疮之症，

常用剂量12 g。二者同属质润多汁药物，性味相

同，功效相近，合用则“甘守津还”，增强养阴润燥、

益胃生津之效。

沈舒文教授治胃病承袭叶天士养胃阴的学术

思想，强调“胃以润为降”，认为胃病虽脾与胃同时

受病，脾喜燥恶湿、胃喜湿（润）恶燥的平衡失常，

即燥湿不济，然阳明胃腑阳气隆盛，邪滞于胃最易

化热，化热则伤阴，故临床胃阴虚多于脾气虚；又

胃主降而脾主升，胃阴损伤，润降失常，辨治胃病

应处处留意胃阴之盈亏。沈舒文教授常将太子参

与麦冬、石斛配伍运用并名之为养阴益胃汤，治疗

气阴两虚之慢性萎缩性胃炎，可润降胃气，濡养胃

络，久服益气养阴而不滋腻碍胃，尤其是石斛对胃

阴虚之胃脘灼热、口干功最殊［1］。如在治慢性萎

缩性胃炎、食道炎、胃食管反流病时见口干或烧

心，舌红少津之胃阴亏损；并见嗳气、咽食不畅之

润降失常，常用太子参、麦冬、石斛、佛手、旋覆花

等以润为降，每获良效［2］5-6。

1.2 半夏、黄连：散结开痞，燥湿化痰 半夏辛

温，能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沈舒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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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治疗慢性胃炎寒热互结，湿热内阻气机之痞满

多用半夏和胃降逆，化痰除满；治疗痰阻气机之心

下痞满，胃气上逆之呕吐，常用剂量10～12 g。黄

连苦寒，能燥湿开郁，解渴除烦。沈舒文教授用黄

连清泻肝火、降逆止呕、和胃制酸，治疗湿热内阻

中焦，气机不畅，脘腹痞满、恶心呕吐常与半夏同用，

以达散结开痞，燥湿化痰之效，常用剂量6～8 g。

沈舒文教授秉承李东垣脾胃升降理论，认为

脾升胃降是脾胃气机运动形式，也是消化功能的

表现形式［3］，脾胃升降失常，水谷不归正化，谷反

为滞，津凝为湿，会发生动力障碍性疾病如痞满、

腹胀、便秘等［4］15。沈舒文教授认为此证病机为气

机阻滞，治疗大法为升降气机。两药相伍出自小

陷胸汤、半夏泻心汤，一热一寒，寒热并用，一辛一

苦，辛开苦降，幹旋中焦气机升降，以平为期，能和

胃止呕，清热涤痰，散结消痞，调畅气机，治疗寒热

互结、脾胃气滞之痞满。亦可配伍枳实增强破气

消积，化痰散痞之功。结合兼症可用炙黄芪配炒

白术，重则配炒升麻升脾气；以枳壳配紫苏梗降胃

气，气郁配佛手，虚则配丁香，热用竹茹，重则配赭

石［5］，升降合用，恢复脾胃气机正常升降功能。

1.3 黄芪、葛根：益气健脾，升阳止泻 黄芪甘微

温，能补气升阳，益卫固表、托疮生机。沈舒文教

授认为凡脾阳不升，中气下陷，而见久泄脱肛等症

者用黄芪益气温阳、升清举陷，敛疮生肌，常用剂

量20～30 g。葛根甘辛凉，能解肌退热，升阳止

泻。沈舒文教授用之既清热透邪外出，又升发脾

胃清阳，鼓舞脾胃清阳之气上升而达止泻止痢之效，

用治脾虚泄泻常用剂量15～30 g。

沈舒文教授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肠易激综

合征时指出脾主运化而升清，清阳升则谷精运。

脾胃虚弱者病发于肠，虚偏于脾，脾虚运化失常，

外不能敷布阳气充实营卫，内不能斡旋升运化谷

转精，谷浊下流于肠，气血失和出现下腹隐痛，大

便溏薄或先干后稀，食少纳差，食后腹胀，或下腹

坠胀，体倦，面色萎黄，脉虚弱无力，舌淡苔白。治

疗宜扶土运脾升阳，脾阳升湿不下流则肠无邪积，

即《时病论》所谓“暖培卑监法”。扶土用黄芪之甘

补温运，鼓舞脾胃，振奋气机；升阳当不离黄芪配

葛根，沈舒文教授认为葛根既可升发脾胃清阳之

气，又长于止泻，常用剂量15 g。二者相伍补中有

升，升发脾胃清阳之气，脾气得健，泄泻可止，以达

益气健脾，升阳止泻之功。此外，本病脾胃虚弱阶

段大便多先干后稀或时稀时干，不可见干则通，见

稀则涩，只要恒守扶运中土，一般随脾运化功能的

恢复，大便会逐渐转归正常［4］186。

1.4 蔓荆子、全蝎：疏风散邪，通络止痛 蔓荆子

味辛苦，性微寒，辛能散风，微寒清热，轻浮上行，

主散头面之邪，能祛风止痛。研究表明蔓荆子有

解热作用［6］，其提取物及木脂素类化合物具有血

管松弛和镇痛作用［7］。全蝎味辛平，能熄风镇痉，

通络止痛，攻毒散结。可用于顽固性偏正头痛。

沈舒文教授治疗偏头痛久痛不已反复发作常

用此药对，他认为偏头痛的发生是肝脏本虚，风、

痰、瘀凝滞经络，络脉失和所致。风性数变，来去

迅速，聚散无常，可导致本病反复发作，故治疗偏

头痛当以治风为先，风邪窜络，滞津凝血，祛风用

蔓荆子之类气药疏风散邪止痛；络病痛久，邪风混

于痰瘀之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药疏络逐邪。

沈舒文教授认为全蝎味辛，性善走窜，能引风药直

达病所，有通络止痛作用，配伍蔓荆子祛风通络止

痛。临床沈舒文教授常用蔓蝎散（蔓荆子、全蝎药

量之比3∶2）疏风散邪，通络止痛，治疗偏头痛痛无

定处，时轻时重，反复发作者［4］465-466。

2 常用角药

2.1 白芷、禹白附、白蔹：透邪解毒，消痈散结 白

芷味辛，能散能行，为阳明经引经药，故可“鼓舞中

阳，升清举陷”，上达清窍，宣肺消肿排脓，可用于

疮痈肿毒［8］。现代药理研究［9］证明，白芷治疗痤疮

的有效成分为乙醇提取部分，其可抑制白细胞趋

化性；白蔹辛苦，微寒，能清热解毒、消痈散结、生

肌止痛。可用于痈疽发背，疔疮，瘰疬，烧烫伤。

禹白附辛温，其性上行，既能燥湿化痰祛风，亦可

解毒散结。张艳秋等［10］发现，禹白附醇提液对兔

耳粉刺有缩小毛囊面积和皮脂腺直径，减轻表皮

增厚和真皮炎症细胞浸润等作用。

沈舒文教授认为面部为阳明经所主，痤疮为

肺胃蕴热，毒邪蕴于颜面，至肌肤成丘或成脓或结毒。

白芷、白蔹善走头面解毒疗疮，临床运用白芷，多

为15 g，脓疱、丘疹多者可用至20～30 g，后期根

据病情程度增减，白蔹15 g，禹白附能开能散，善引

药上行，治头面之疾。沈舒文教授将此3味药物

作为治疗痤疮的核心用药以透邪解毒，消痈散结。

痤疮顶端有黄白色脂肪栓者多配白僵蚕、浙贝母消

痰除湿；有脓疱或成炎症丘疮者用天花粉消肿排脓，

并重用蒲公英或紫花地丁（各30 g）清热解毒，薏苡

仁50 g利湿毒；丘疹周围泛红者用紫草、赤芍、牡

丹皮凉血化瘀；痤疮囊肿结节者解毒活血的同时

用皂角刺、山慈菇、浙贝母或土贝母破结消囊肿；

痤疮作痒与风有关，用白鲜皮、蝉衣祛风止痒；痤疮多

年屡发，重用黄芪补气托疮生机，促进痊愈［2］117-120。

2.2 千年健、姜黄、鸡血藤：行气活血，宣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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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千年健苦辛温，能祛风湿、强筋骨、止痹痛。

沈舒文教授认为其能走窜祛风除湿、通经络，止痹

痛，临床多治疗风寒湿邪闭阻经络，气滞血瘀，经

脉不利，而致肢体关节拘挛疼痛，常用剂量15 g。

姜黄辛苦温，能活血行气，通经止痛。可用于血瘀

气滞的心、腹、胸、胁痛及跌打损伤等，亦可用于风

湿痹痛，尤长于行肢臂而除痹痛。沈舒文教授临

床多用治疗风寒湿邪内侵经络，气血瘀滞，肢节痹痛，

常用剂量10～15 g。鸡血藤苦甘温，能行血补血，

调经，舒筋活络。刘屏［11］、张太平［12］等研究发现鸡血

藤有促进造血细胞增殖作用，其提取物体外能抑制

血小板聚集，是鸡血藤补血活血的主要物质基础。

沈舒文教授认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发病在营

卫不固或督阳虚寒，风寒湿三邪杂至，侵犯关节，

滞经滞络，损肾伤骨而发。治风寒湿瘀痹痛可用

“大辛大热释寒凝”［2］305。鸡血藤和姜黄均有行气

活血，调经止痛之功，性温，可舒筋活络，化生阴

血，温通经脉，逐瘀生新，润而不燥，补而不滞，行

而不破。《饮片新参》中有“去瘀血，生新血，流利经

脉，治风血痹症”的记载，常用剂量30 g。与千年

健配伍共奏祛风除湿，行气活血，宣痹止痛之功。

2.3 黄芪、肉桂、白芍：益气温阳，补虚缓急 黄

芪甘微温，能补气升阳，可治疗脾胃虚寒及气不足

诸证。肉桂辛甘热，可助阳补虚，散寒止痛，治寒

邪内侵或脾胃虚寒的脘腹冷痛；白芍苦酸甘微寒，

能养血调经，平肝止痛，敛阴止汗。此角药乃黄芪

建中汤主药黄芪、白芍及桂枝易为肉桂而成，具有

温中散寒、益气健脾、补虚缓急之功。病久损伤脾

胃，脾阳虚衰，中阳不足，失于温煦，出现脘腹冷

痛，四肢不温，泛吐清水，困倦乏力、畏寒怕冷、口

淡不渴等症；黄芪甘温益气健脾，桂枝易肉桂补火

助阳化气，二药相伍增强辛甘化阳之功，与白芍合

用增强其酸甘化阴之效。沈舒文教授运用此角药

气血双补，寒热并用，能收能散，可益气温中，调和

阴阳、柔肝理脾，补虚缓急止痛。临证加减治疗中

焦虚寒，气血阴阳不足所致脘腹拘急冷痛、畏寒怕

冷、形体羸瘦、口淡不渴者，得药即见效，常用黄芪

15～30 g，肉桂5 g，白芍15～30 g。

2.4 栀子、知母、连翘：清热泻火，滋阴润燥 栀

子苦寒，能泻火除烦、清热利湿。朱震亨曰：“泻三

焦火，清胃脘血，治热厥心痛，解热郁，行结气。”沈

舒文教授认为栀子体轻上浮，清中有宣，苦寒泄

降，又能泄三焦火，可气血双清、表里双清，故与芩

连之苦降直折不同，常用剂量10 g。知母苦甘寒，

可清热泻火，滋阴润燥。其甘寒质润，虚实两清，

善清肺胃气分实热，泻火之中长于清润，可滋阴润

燥，除烦止渴，常用剂量12 g。

沈舒文教授认为胃病虽脾与胃同时受病，然

阳明胃腑阳气隆盛，邪滞于胃最易化热伤阴，故临

床多以胃阴不足，虚热内生为多见。临床多栀子、

知母二药相伍，宣中有降，既可清解胸表之热，又

可宣泄中焦火郁之烦，还可调理气机之升降出入，

对火郁虚烦之证疗效颇佳。同时二药配伍泻火之

中长于清润，可滋阴润燥。对于胃脘灼热明显者

常加连翘10 g组成角药，以清热解毒，《珍巧囊》言

其能“泻心经客热，去上焦诸热”。三药联用，共奏

清心除烦、滋阴润燥之功，对于胃脘灼热、口干、口

苦、身热症状明显者常在戊己丸基础上加用［1］。

3 典型病例

案 许某，男，65岁，2019年 6月20日初诊。

以胃脘隐痛1年，加重并伴泛酸、烧心3周为主诉

就诊。自诉1年来胃脘隐痛，遇寒饮冷则疼痛加

重，伴胃脘胀满，近3周隐痛明显，夜间痛甚，牵涉

至后肩背疼痛，反酸，胃有灼热感，饭后饱胀，口干

口渴，乏困无力，纳差，二便正常。糖尿病8年病

史，现用胰岛素可控制血糖在正常水平。舌红，少

苔，脉弦细数。胃镜显示：中度萎缩性胃炎，有疣

状改变。西医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诊断：

胃痛。辨证：中阳虚寒，阴虚胃热。治法：温中散

寒，养阴和胃。方药：生黄芪20 g，肉桂5 g，白芍

15 g，高良姜15 g，香附10 g，吴茱萸4 g，黄连6 g，

刺猬皮15 g，千年健15 g，姜黄12 g，麦冬10 g，栀

子12 g，知母15 g，枳实30 g，炙甘草6 g。18剂。

水煎，早晚服。7月9日二诊：胃脘疼痛、反酸减

轻，凉感消失，仍感食后饱胀、烧心，乏力，口干口

渴略有缓解，二便正常，舌红质黯，舌面有裂纹，脉

弦紧滑。中阳虚寒消失，胃阴虚仍然存在。治从

养阴益气，健脾和胃。方药：生黄芪30 g，人参10 g，

麦冬10 g，石斛15 g，知母15 g，栀子10 g，刺猬皮

15 g，白术15 g，枳壳15 g，白豆蔻6 g，水煎，早晚

服。每服6剂停药2天。嘱1月后复查胃镜。8月

16日三诊：胃脘胀满疼痛消失，口干减轻，略感乏

力，口微苦。9月 20日胃镜显示：轻度浅表性胃

炎。诉：血糖控制不理想，要求中医调理。测空腹

血糖6.7 mmol/L，舌红，苔薄白，脉沉细数。调整

方药；上方去麦冬、栀子、刺猬皮，加醋龟甲20 g，地

骨皮15 g，天花粉20 g，黄精15 g。12剂。水煎，

早晚服，巩固疗效。

4 讨论

沈舒文教授临床常用对药麦冬、石斛益胃养

阴，清热生津；半夏、黄连散结开痞，燥湿化瘀；黄

芪、葛根益气健脾，升阳止泻；蔓荆子、全蝎疏风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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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通络止痛。常用角药白芷、禹白附、白蔹透邪

解毒，消痈散结；千年健、姜黄、鸡血藤行气活血，

宣痹止痛；黄芪、肉桂、白芍益气温阳，补虚缓急；

栀子、知母、连翘清热泻火，滋阴润燥。

对药与角药是临床用药中多用的相对固定的

两味药物或三味药物的配伍形式，在方剂配伍中

能起到相辅相成、协同增效、减毒增效之功。沈舒

文教授认为临床辨证论治疾病的过程如对敌作战，

选方用药如排兵布阵，要使药物充分发挥作用，必

须注重药物配伍。正如《医学传心录》所云：“用药

之妙，如将用兵，兵不在多，独选其能，药不贵繁，惟

取其效。”［13］沈舒文教授临证处方药专而精，法活

机圆，依法选药，法随证立，随证治之，每获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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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澎主任医师辨治代偿性月经经验
王茂强，李 澎△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300193

［摘 要］李澎认为代偿性月经属祖国医学“倒经”范畴，乃“火迫血行”所致，其火之缘由主要责之于肝

肾功能失调，临床辨治常从调补肝肾入手，治疗时首分虚火、实火，虚火多为“龙火上奔型”，治宜补肾填精，滋

阴降火，导龙入海；实火多为“肝经郁火型”，治宜疏肝清热，引血下行；另外，亦汲取张锡纯辨治该病之经验，

多于辨证取穴方中加入健脾强胃之穴（足三里、中脘、公孙、内关）以镇安冲气，加止鼻衄之经验效穴（孔最、上

星）以增强疗效。

［关键词］代偿性月经；倒经；鼻衄；龙雷之火；针灸；经验；李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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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Li Peng’s Experience in Differentiating and Treating Compensatory Menstruation

WANG Maoqiang, LI Peng△

The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CM,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Professor Li Peng thinks that compensatory menstruation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vicarious

menstruation”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ced by“fire forcing blood moving”, the cause of fire i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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