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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张仲景对附子的应用浅析

刺宝平，李小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 西安710003)

摘 要：为了使附子在临床中得到更好地应用，通过学习《伤寒论》，总结了张仲景用附子的经验，

分析了仲景在治疗不同病证时用附子的配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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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具有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祛寒止痛等功液竭之“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

效，被历代医家视为补火之要药，始见于《神农本以通脉四逆汤重剂回阳，加猪胆汁苦寒和阴，且有

草经》。但因其有“大毒”，历来医家不敢大胆用引阴人阳的反佐之妙。如为少阴病虚寒下利证，则

之，因而不能使附子这味要药尽其所用。笔者认为用白通汤，以葱白通阳散寒，姜附回阳救逆。病情

要熟知附子之性、会用附子，必须研究医圣张仲景发展，不仅“利不止”，且出现“厥逆无脉，干呕烦

对附子的应用。 者”，为阳亡阴竭之重证，且阴邪与阳药格拒，则加

历代医家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张仲景。在《伤人猪胆汁、人尿而成白通加猪胆汁汤。既有益阴之

寒论》中，仲景对附子之用凡36见，涉及条文33效，又有咸寒苦降反佐之意，以解格拒之局。如四

条，方证20个，方后加减法3处，施治多种病证，上逆加人参汤，用于霍乱后“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

煦头项，下温元阳，内煦脏腑，外暖皮腠。可谓配伍亡血”之亡阳脱液证。以四逆汤回阳救逆并加人

精当、园机活法，足为临证师表。 参益气生津。如汗下后阴阳两虚、烦躁者则用茯苓

1温里散寒，回阳救逆 四逆汤，以姜附逐阴回阳，茯苓、人参、炙甘草补气

四逆汤以附子为君，伍干姜、炙甘草，在《伤寒阴，宁心安神。另有干姜附子汤，用于下后复汗、阳

论》少阴病寒化证中运用甚多。如323条：“少阴气暴虚之“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脉沉微

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凡汗、吐、下后见者”，姜附并用急挽亡散之阳，且一次顿服，使药力

“下利清谷”、“厥逆”、“脉微欲绝”或虚阳外越之集中，收效迅速。以上诸方，皆以附子、干姜加味，

发热等阳气大伤、阴寒内盛者均以四逆汤回阳救随证施用。虽证型有异，治法有别，但总以回阳为

逆。表里证相兼而里阳虚衰者，先用四逆汤急救其主旨。故附子挽重症之危，于此可见。

里。此外，还见于阳虚而寒饮不化、阳衰阴盛致厥2散寒除湿。温经止痛

以及霍乱亡阳等。总之，四逆汤为回阳救逆之总 附子温经助阳、散寒止痛而被用于风湿痹证。

方，附子大辛大热，为补益命门真火之第一要药，走在治风湿痹证中，仲景均重用炮附子二枚或三枚，

而不守，能迅达内外以温阳逐寒，力挽沉病。而炮用的目的并非回阳，而是减轻其烈(毒)性，散寒

“附子无姜不热”，故配干姜守而不走，温中复阳，止痛，附子重用，主在止痛。这一类方剂大部分配

更佐炙甘草温养扶正，二药并驱，可见仲景处方之伍白术，体现了术附同用可温经散寒祛湿、善治筋

精当。 骨痹痛的特点，代表方如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

在四逆汤基础上，仲景另制四逆汤类方随证选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附子汤等。

用。如里寒太甚、格阳于外之真寒假热证，见“下3助阳解表，发中有补

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等，证势较重， 人体肌腠全赖卫阳充布密固而起防御固摄作

则于四逆汤中加重附子用量，倍用干姜，即通脉四用，卫阳不固则其人肌表疏松，易冒风寒。仲景在

逆汤，急散内寒以拯阳气。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而治阳虚兼表证时，以附子与解表药配伍应用，并根

成通脉四逆加猪胆汤，用于吐利交作致阳气衰、阴据表邪的性质不同，分别有麻黄附子及桂枝附子两

收稿日期：2006—10—19

作者简介：刺宝平(1972一)，男，药剂师，主要从事中草药的鉴定工作。

一40—

 



第24卷第3期

2007年6月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J．GANSU COLLE(、E OF TCM

V01．24 No．3

Jun．2007

种应用。炮附子配桂枝用于太阳中风、营卫不和、

阳气虚弱之证。典型表现为：恶寒发热，漏汗不止，

脉微。桂枝有双向调节作用，无汗能发、有汗能止，

并能增强血液循环，促使汗液流向体表，但易导致

更多汗出而伤阳，配炮附子增强“温阳”功效，以回

复失散之阳，使汗出而不太过，从而达到散寒解肌

的作用。炮附子配麻黄，多用于少阴阳虚、太阳受

邪之后，用麻黄发散表邪，熟附子温补阳气，两药相

配发中有补，表解而阳复。

4温助肾阳，化气利水

《伤寒论》中，仲景之创真武汤，用于太阳病过

汗而致阳虚水泛或少阴阳虚水停证。以附子辛热

壮肾阳，使肾阳复而水有所主；白术、茯苓健脾燥湿

利水，使水有所制；生姜宣散水气，佐附子助阳，于

主水中而散水；芍药敛阴和营，既可制附子刚燥之

性，又于温阳利水中固护阴液，以免过利伤阴。全

方共奏温阳化气行水之功。与后世“肾为本，脾为

制水之脏”机理甚为相符。

5益火扶土。温运脾阳

太阴病，系脾阳不运、寒湿内盛所致“腹满而

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自利不渴”。

仲景明示“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四逆辈即理中

四逆之类，取其益火扶土、滠运脾阳之妙d因脾胃

居中焦，赖阳气化生气血，温养周身。若中焦亏损、

虚寒内生，则或呕或利，或腹满腹痛。附子主一身

之阳，可暖中焦脾土，人乌梅丸用于蛔厥，取其辛可

伏蛔，热可温中祛寒，在方中起重要作用。再如小

青龙汤证之“或噎”，四逆散证之“或腹中痛”，理中

丸证之“腹满者”，皆加附子一枚，以益火扶土，温

运中焦脾阳，阳复而气行，则满除痛止。

6扶助阳气，兼护阴液

附子性刚燥烈，入皆畏其有耗津劫液之弊，然

而仲景却在特定情况下，反以其作护津化液之用。

其用法有三：一是扶阳固津，代表方如桂枝加附子

汤，证见：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

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本汤证不仅卫阳已虚，而

且津液亦因漏汗不止而重亏，此时仲景仅用桂枝汤

中加附子一枚而已，未再用生津养液之品，但临床

则收表固汗止、津回液复之效。二是温阳摄血，血

属阴，亡血即亡阴，止血即救阴。仲景取附子摄血，

主要用于脾气虚寒，中宫不守，统摄无权之下血。

如黄土汤方中用附子配白术温阳健脾以摄血，灶心

土涩肠止血，地黄、阿胶滋阴养血以止血，甘草和

中，黄芩反佐，共收温中止血之功。三是温阳以化

阴，仲景用附子四逆汤诸方中，除用其回阳救逆、复

阳固津之功外，从另一方面析之，无不存有温阳化

阴之意。因阴阳互根互化，只有阳生始能阴长。

总之，附子一药用于临床虽已2000余年，但仲

景对附子的临床应用及其配伍规律等至今仍有效

地指导着临床，有不少著名的方剂一直沿用至今，

所以先贤的丰富经验，值得进一步学习、研究，并在

此基础上整理、提高、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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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针灸治疗学》教学现状及改革思路

杜小正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分析了我院目前《针灸治疗学》教学中所存在的三大不足：教学与临床脱节；教学方法和形

式单一；成绩考核不合理。提出五个方面的改革思路：改革教学手段，增加教学方法；面向临床，改革教

学内容；分化讲授内容；合理安排见习，及早接触临床；改革考核方式。

关键词：针灸治疗学；教学；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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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学》是针灸专业重要的临床课程，加强其教学改革，对于提高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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