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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　付，男，医学硕士，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仲景学说及经
方配伍与临床应用，在 《中医杂志》等５０余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１６０余篇，代表著
作有 《伤寒内科论》、 《伤寒杂病论字词句大辞典》、 《伤寒杂病论临床用方必读》

等，在研及成果１２项，获河南省科技进步２等奖１项。

经方药对研究与应用的思路与方法

□ 王　付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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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与应用经方 （即张仲景

方）药对既不同于 《中药学》所

研究的单味药，也不同于 《方剂

学》所研究的固定方药，药对虽

与 《中药学》、 《方剂学》有一定

的潜在关系，但也有其本质不同。

研究药对只有认清药对与 《中药

学》、《方剂学》所研究内容不同，

才能认清药对对指导临床合理组方

用药具有重要作用，才能认清药对

在临床治疗中所起治疗作用举足轻

重。又，研究与探索经方药对必须

懂得药对既是经方组成的基本结构

单元，又要认清药对是指导临证科

学组方用药的理论依据及提高临床

治疗效果的必备要素。

１　药对基本概念
研究与探索药对，一定要认清

药对的基本概念，其一，药对，

“对”即 “双”的意思，药对特指

由两味药组成，如桂枝配芍药，石

膏配知母，干姜配细辛，黄连配黄

芩等。认识经方两味药组成的药

对，既有可能药对本身就是成方如

桂枝甘草汤，半夏麻黄丸，大黄甘

草汤等；也有可能药对是成方的基

本结构单元，亦即药对本身不能构

成固定成方如人参配大黄，黄连配

附子，芍药配黄芩等。其二，药

对，“对”即 “相合”、 “正确”、

“正常”的意思，诸如 “这处方用

药非常对，没有错。”又如 “你说

的对，符合事实。”即药对含有

“正确的药物组成”，或 “正常的

药物组合”，或 “药物之间的相合

作用”。可见，药对未必都是由两

味药组成，也有可能是由３味药组
成，如桂枝配生地阿胶，麻黄配黄

芪芍药等。研究药对重点不是研究

药对有几味药组成，而研究药对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协同关系、制

约关系、监督关系、促进关系等，

合理应用药对以提高或增强方药治

疗效果。

２　药对组成形式
研究经方药对，其组成形式有

三。其一，研究药对之间性能及功

用基本相同，即药对之间通过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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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能明显提高单味药治疗效

果。如麻黄配桂枝则能增强解表散

寒作用，石膏配知母则能增强清热

泻火作用，人参配白术则能增强益

气健脾作用，大黄配芒硝则能增强

泻下作用，等。其二，研究药对之

间性能或作用不尽相同，但药对之

间通过相互协调而能明显提高单味

药治疗效果。如附子配人参即温阳

药与益气药相用，则能治疗阳气虚

弱，麻黄配白术即发汗散寒药与健

脾燥湿药相用，则能治疗寒湿痹

证，桂枝配芍药即解表药与补血药

相用，则能治疗卫强营弱证，大黄

配丹皮即泻下药与凉血药相用，则

能治疗热瘀证等。其三，研究药对

之间性能及功用完全不同，可药对

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则能治疗错综复

杂的病证，如黄连配附子则能治疗

寒热病证，如附子泻心汤，人参配

大黄则能治疗虚实复杂证，如鳖甲

煎丸，麻黄配石膏则能治疗邪热壅

肺证，如麻杏石甘汤等。

３　药对研究范围
经方药对主要有常用药对和不

常用药对，常用药对 （如麻黄配

桂枝、人参配白术等）在临床中

应用比率比较高，而不常用药对

（如百合配滑石、甘遂配阿胶，

等）在临床应用比率则相对少，

并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常用药对

有确切的治疗效果，而不常用药对

在特定的情况下治疗疑难杂病，其

疗效则非同一般。可见，深入、全

面、系统的研究经方药对既要研究

常用药对，又要研究不常用药对，

只有对常用药对与不常用药对有比

较全面的研究、认识与了解，才能

更准确、更可靠地运用经方药对，

才能将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落实到实

处，尤其是在治疗疑难杂病方面就

显得格外重要。由此也即进一步懂

得，研究药对如果忽视不常用药

对，必定会导致在临床中治疗错综

复杂病证或疑难杂病缺乏有效的药

对作指导。研究药对只有全面、客

观、系统，才能使经方药对更有效

地应用于临床，指导于临床，并提

高临床治疗效果。

４　药对研究思路
研究药对方法，务必做到两个

切入，一是从经方中寻找比较科

学、规范、实用、并且具有针对性

强的药对，以探索与发掘药对的基

本功用与功用扩展，研发药对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主治病证；二

是要全面的、系统的对经方用药进

行科学地组合、归纳、提炼、分解

为结构单元，研发药对为临床科学

组方用药提供理论依据，并以药对

组成简便、应用灵活、以变应变等

特点而巧妙地运用到临床中去，正

确把握与合理运用药对，以此将药

对研究引向深入。

５　药对配伍目的
探索经方药对，其配伍目的主

要有三：一是提高与扩大单味药应

用范围，如麻黄配桂枝，既可治疗

太阳伤寒证，如麻黄汤，又可治疗

寒湿痹证，如麻黄加术汤；又如桂

枝配芍药，既可治疗太阳中风证，

如桂枝汤，又能治疗胞中积证，

如桂枝茯苓丸。二是改变与利用单

味药部分性能及功用，如大黄配附

子，利用大黄攻下作用，改变大黄

寒凉之性，如大黄附子汤治疗寒结

证；再如麻黄配石膏，利用麻黄宣

肺作用，改变麻黄温热之性，如麻

杏石甘汤治疗邪热壅肺证。其三，

控制或减弱或消除单味药的峻猛之

性或毒性，如乌头配蜜，蜜能减弱

乌头毒性或峻性，如大乌头煎；再

如皂荚配蜜枣酥，蜜枣酥能制约皂

荚峻猛之性，如皂荚丸；大戟甘遂

芫花配大枣，大枣能控制或制约大

戟甘遂芫花之毒性及峻猛之性等。

６　药对研究特色
研究与应用药对不同于 《中

药学》，因 《中药学》主要研究单

味药有诸多不同的功用及主治，

《中药学》研究的特点局限在个

体；而为何研究药对又不同于

《方剂学》，因 《方剂学》主要研

究固定方药，《方剂学》研究的特

色局限在整体，而研究药对则是

将研究单味药作用上升为群体，

将方剂组成整体划分为结构单元。

研究药对主要是研究药与药之间

具有对应关系，或对等关系，或

对立关系，或协调关系，或互助

关系等等。研究药对必须是全方

位、多层次，既重视研究药用个

体，又重视研究药对之间相互作

用关系。又，药对之间相互作用

关系虽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又因

药对剂量调配变化而具有可变性

与随机性，故认识药对既要认清

药对主治病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又要认清药对主治病证的随机性

与变化性，只有知此知彼，才能

将药对学活用好，才能将所学药

对的理论精华以指导临床，并能

合理的运用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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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药对剂量研究
研究药对虽涉及到诸多方面，

但研究药对剂量调配在应用药对方

面则举足轻重。因药对发挥治疗作

用，一方面是由药对基本性能而决

定的，而另一方面则是由药对剂量

调配所决定的，应用药对若忽视任

何一个方面，都会直接影响治疗效

果，都会直接影响药对能否正常发

挥治疗作用。如桂枝与芍药为药

对，若用量相等，其主要发挥解肌

散邪，调和营卫，治疗太阳中风

证，如桂枝汤等；若桂枝用量大于

芍药，其主要发挥平冲降逆作用，

治疗阳虚奔豚证，如桂枝加桂汤；

若芍药用量大于桂枝，其主要作用

是温阳缓急止痛作用，以治疗腹痛

证，如桂枝加芍药汤、小建中汤

等。又如麻黄与石膏为药对，若以

石膏用量大于麻黄，其主要作用是

清热宣肺，以治疗肺热证；若麻黄

用量大于石膏，石膏仅仅是制约麻

黄温而不燥；若石膏用量明显大于

麻黄，则麻黄受石膏制约只宣肺而

不散寒。可见，研究经方药对既要

重视研究与探索药对之间性能、功

用及其相互作用特点，又要重视研

究药对剂量调配关系，只有全面

地、深入地研究药对，才能认清药

对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主治病

证。如果忽视药对剂量调配研究，

则会导致用药对而事倍功半。因

此，研究药对剂量调配与研究药对

基本性能及功用具有同等重要作

用，且不可偏执任何一个方面，只

有既重视研究药对性能及功用，又

重视研究药对剂量调配，才能认清

药对的相互作用关系及主治特点，

才能正确运用药对。

８　药对应用指导
研发经方药对，其应用指导有

四。一是针对病变证机是正气虚

弱，如人参配白术如人参汤补益宗

气治气虚证，当归配芍药如当归芍

药散以治肝脾气血虚。二是针对病

变证机是邪气盛实，如石膏配知母

如白虎汤治阳明热证，大黄配芒硝

治阳明热结证。三是针对病变证机

是虚实夹杂，如大黄配人参既泻实

又补虚如鳖甲煎丸，阿胶配滑石既

利水气又滋阴如猪苓汤。四是针对

病变证机是寒热兼有，如附子配黄

连既温阳又清热如附子泻心汤治疗

阳虚胃热证，黄连配干姜既清胃又

温脾如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治疗胃

热脾寒证。

９　药对应用范围
研究与应用药对，必须懂得

应用经方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方中

能够发挥治疗作用，更要认清药

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能够指

导临床运用经方药对而超越经方

主治及应用范围，即应用药对不

能局限在固有经方中治病，而能

运用到非固有经方中治病，并能

协助或增强其他方药更好地发挥

治疗作用。前者运用是继承经方

药对的理论精华，后者运用是发

扬经方药对在临床中的具体应用，

只有如此深入研究与应用，才能

真正将药对用活、用好，才能真

正起到治疗作用，这即是研发经

方药对的最终宗旨。

研究与应用经方药对，必须

重视研发药对配伍精旨，点拨药

对应用思路，探索药对运用方法，

提示药对之间用量调配关系，引

导临证正确使用药对，阐明药对

既是固定方药的基本构成单元，

又是针对病变证机而能灵活应用

最佳选择，以此才能认清药对既

能在经方中充分发挥其治疗作用，

又能更好的指导及超越经方主治

病证范围，此即研究经方药对的

出发点与归结点。

【海外中医】
德国试用中草药治疗肠道疾病

据路透社消息，德国艾尔朗根大学医院近日开始试用中草药治疗肠道疾病，认为源于中国的这种古老疗法对西医不能

解决的肠道顽症可能会有奇效。

艾尔朗根大学发表报告称，该大学医院进行的试验主要针对局部性回肠炎。这家医院准备选取６０名局部性回肠炎患
者，在今年上半年进行３个月疗程的中草药——— “养胃”药方胶囊剂治疗，以观察效果。此前，艾尔朗根大学医院曾进行

针灸治疗试验和用中药治疗反应性肠道疾病和湿疹试验。这家医院称，中医中药对某些西医难以解决的顽症，特别是慢性

疾病，具有积极效果。该医院专家认为，当前中药研究和应用难点是为中药效力找到符合现代病理学解释，其正试图进行

这方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