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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对，亦称对药，系相对固定地将具有相协同，

相互制约关系的两、三味药组配使用以增疗效的一

种配伍形式，是医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逐渐积累的

用药经验，是固定方药的基本构成要素，随证化裁的

基本结构单元。《神农本草经》日“药有阴阳配合

⋯⋯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

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

七情概括了药物配伍的基本形式，药对也构成了组

方用药的基础。仲景遣方用药法度严谨，复方之配

伍机圆法活。而药对是最简的复方，最能体现制方

之义。笔者尝试将附子与桂枝药对在经方中的配伍

及应用，作以粗浅探讨，以供同道参考。

l 附子桂枝性昧特点

1．1附子《神农本草经》：“主风寒咳逆邪气，温

中，金疮，破瘢瘕积聚，血瘕，寒湿蹯辟，拘挛，膝痛，

不能行步。”《本草汇言》：“附子，回阳气，散阴寒，逐

冷痰，通关节之猛药也。”《本草正义》：“本是辛温大

热，其性擅走，故为通十二经纯阳之要药，外者达皮

毛而除表寒，里者达下元而温痼冷，彻内彻外，凡三

焦经络，诸脏诸腑，果有真寒，无不可治。”总之，附

子，辛、甘，大热，有毒，归心、肾、脾经，具有回阳救

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等功效。

1．2桂枝《神农本草经》：“主上气咳逆⋯⋯利关

节。”《本草汇言》：“散风寒，逐表邪，发邪汗，止咳

嗽，去肢节间风痛之药也。”桂枝为樟科植物肉桂的

干燥嫩枝，辛、甘j温，归心、肺、膀胱经，具有发汗解

肌，温通经脉，助阳化气，平冲降逆等功效。

2论中桂枝附子药对的应用

2．1桂枝加附子汤《伤寒论》第20条：“太阳病，

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

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太阳病发汗祛邪为正

治之法，但以通身微微似有汗为度，若发汗太过，津

液卫阳耗伤，则病由表及里，由太阳内陷少阴心肾，

致心肾阳虚。卫阳不固，玄府不合而漏汗恶风；津液

耗伤，无以下输膀胱，且肾阳虚、气化不能故小便难；

阳虚液脱，筋脉不得温煦、濡养，故四肢微急，难以屈

之。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太阳病

正治当汗而发之，反用下法，致表邪不解，反而内陷

心胸，心胸阳气不振，正气未大伤，尚与末解之表邪

相争而欲托其外出，故脉来急促乏力；表邪内陷胸

中，阴乘阳位，则胸中满闷不舒；又苦“微恶寒者”，

是为阳气虚甚。综而观之，本方同桂枝加附子汤均

为治疗太阳病误治(后者为发汗太过)后，以阳虚为

主的阴阳两虚，内涉少阴证之剂。仲景用桂枝汤去

酸敛凝滞、碍于复阳的芍药，以温通心阳，加附子温

补肾阳，合而成温补心肾之剂。

2．3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 《金匮要略·

水气病脉证治第十四》日：“气分，心下坚，大如楹，

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主

之。”本条文论述阳虚寒凝，水饮停聚，结于心下，气

水同病的证治。仲景立治气以治水之法，使气行则

寒水亦行，治用温阳散寒，通利气机，宦化水饮之剂。

以桂枝合附子温心肾之阳；生姜、麻黄、细辛温经散

寒，宣阳化饮；草枣和营卫。

2．4桂枝附子汤《伤寒论》第174条：“伤寒八九

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

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脉浮虚而涩，身体

疼痛，不能转侧，为风湿搏结寓于经络，且湿性重浊

所致；不呕不渴，说明无少阳证和阳明证；总为风湿

阻于筋脉之证，当温阳逐湿。桂枝通阳化气利水，祛

在表之风，附子助阳化湿止痛，祛在里之湿，合用温

经复阳，分消表里之湿。

2．5甘草附子汤《伤寒论》第175条：“风湿相搏

，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

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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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李东垣(果)同游学于张沽古(元素)之门，复从

东垣学医，尽传所学，后乃精研极思轩岐以来诸家，

成为金、元著名医家之一。其生平著述颇多，现存

有：《阴证略例》、《医学元戎》、《汤液本草》、《此事

难知》、《癍沦萃英》等。

l 阴证学说之产生与建立

人之为病，医之诊病，必本于阴阳，其理之详而

说探讨

因病机、鉴剐辨治、遣药制方等的认识，探讨元代医家

者，莫早于《内经》。岐伯论述阴阳脉口：“人迎

，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

为格阳。”《灵枢》亦有：“阴阳俱盛，不得相营，

关格，非止吐逆、不得溺而已也。”至汉代张仲

景所著《伤寒论》问世，则对于阴阳的论述可渭趋于

完备了。其后历代医家皆奉为经典，深入研究者甚

多。然因《伤寒论》所述多洋于j阳而略于三阴，后

世诸医家之市论阐述则亦■阳者多于三阴，且承平

之时，“贵人挟朔方鞍马劲早之气，加以高梁肥浓之

养，故掺以刚剂，往往而巾。”致使医者临症“皆不占

三阴”。“黜阴候不论”。而王好古在临床实践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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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汗出恶风不欲去衣，是表阳虚；短气、小便不4小结 ·

利、或身微肿，是里阳虚；风袖^相搏，骨节疼烦，掣痛 素有“方书之祖”之称的《伤寒论》在运用“药

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说明风湿并霞，已由肌肉侵 对”方面堪称典范。张仲景在众多方剂中应用桂附

人关节。仲景取附子、桂枝、白术并用，兼走表单，助配伍：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去

阳祛风化湿，且霞用甘草缓急止痛。 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三方虽各fI主症不同，但在

2．6桂枝芍药知母汤《会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 方药组成和功能效用上都存在着共同点，桂枝温通

证井治第五》：“诸肢节疼痛，身体魁赢，脚H,t,鱼tl脱， 心阳，附子温壮肾阳，伍用温补心肾，可用于阳气虚

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风湿 弱，寒气内牛诸证。桂枝附子汤，忖草附子汤，桂枝

相搏，阳气痹阻，气血不行而肢节疼痛游走；久病游 芍药知母汤三方均治风湿相搏肌肉关节疼痛，同为

走，关节肿大为身体魁赢之义；湿流于脚，湿胜则肿， 祛风通阳胜湿之剂，也都包含桂枝附子药对，其中桂

故脚肿如脱；风湿上犯阴滞清阳则头眩；湿邪阻滞气， 枝温经散寒，通利关节，附子温壮阳气，散寒止痛。
机，胃气失于和降，故短气，温温欲吐。总由正气先 同用通达经气，驱散阴寒，祛风逐湿，走肌表调和营
虚，风湿偏胜，日久不解，化热伤阴，风湿卜犯，中阻， 卫，人关节温煦津血，取效于肌肉关节筋脉疼痛诸
下流，乃生诸症。治当祛风逐湿，通阳宦痹，寒热合 证。通过桂附配伍可见，药对从微观角度反映组方
用，阴阳并调。仲景用附子桂枝通阳宣痹，温经通 原则和配伍理论，随证添减即可产生相应方剂。冈
络，散寒止痛，；麻黄，防风，白术，生姜祛风逐表里之 此研究这些具有独特稳定疗效的药对组合的运用规
湿；什草，芍药，知母滋阴清热，缓急止痛。 律、法则及原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学习张仲景的
3现代临床运用

理法方药，继承发展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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