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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芍药知母汤方证探索与实践※

● 王　付

　　摘　要　解读桂枝芍药知母汤组成如诠释用药要点、剖析方药配伍、权衡用量比例，方证辨析如权
衡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以及辨治寒热病变的基本准则，方证辨病如肌

肉疾病、关节疾病、腰胸颈椎疾病、干燥综合征、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和未分化结缔组织病等，验案导读如

未分化结缔组织病、强直性脊椎炎等，以此用之则能取得最佳治疗效果。

　　关键词　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　桂枝芍药知母汤　经方　方证

　　桂枝芍药知母汤是《伤寒杂病
论》中辨治肌肉关节疼痛肿胀的著

名用方之一，方由桂枝四两（１２ｇ），
芍药三两（９ｇ），甘草二两（６ｇ），麻
黄二两（６ｇ），生姜五两（１５ｇ），白
术五两（１５ｇ），知母四两（１２ｇ），防
风四两（１２ｇ），附子（炮）二枚
（１０ｇ）所组成。辨治“诸肢节疼
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头眩，短

气，温温欲吐。”张仲景为何既论肢

节疼痛又论脚肿如脱，既论肿大又

论消瘦，既论头晕目眩又论呕吐，

在临床中怎样才能更好地学好用

活桂枝芍药知母汤辨治诸多疑难

复杂病证，于此试将学习及临床体

会介绍于次，以抛砖引玉。

１　解读方药
１．１　诠释用药要点　方中桂枝温
阳通经；芍药酸寒敛阴，缓急止痛；

知母清解郁热；麻黄辛温散寒通络；

生姜辛散通阳止痛；防风疏散风寒；

附子温阳散寒止痛；白术健脾益气

燥湿；甘草益气缓急。又，方中用附

子、麻黄、桂枝、防风、生姜辛散温

通，附子偏于壮阳散寒，麻黄偏于宣

散，桂枝偏于通经，防风偏于祛风，

生姜偏于透散；白术、甘草益气，白

术偏于健脾，甘草偏于缓急；芍药补

血敛阴，缓急止痛；知母清热益阴，

方药相互为用，以温阳通经，清热益

阴，祛风止痛为主。

１．２　剖析方药配伍　桂枝与生
姜、麻黄、防风，属于相须配伍，增

强温阳散寒，通经止痛；芍药与附

子，属于相反相使配伍，相反者，寒

热同用，芍药益阴清热，附子温阳

散寒，相使者，芍药使附子温阳缓

急止痛，附子使芍药敛阴和阳止

痛；知母与芍药，属于相使配伍，增

强清热益阴；白术与甘草，属于相

须配伍，增强健脾益气；附子与甘

草，属于相使配伍，益气温阳化阳；

附子与桂枝、生姜、麻黄、防风，属

于相使配伍，辛温壮阳，逐寒止痛。

１．３　权衡用量比例　桂枝与生
姜、麻黄、防风为４∶５∶２∶４，提示解
肌与散寒间的用量关系，以治风

寒；桂枝与附子为 ６∶５，提示解肌
与温阳间的用量关系，以治寒痛；

芍药与知母为３∶４，提示敛阴与清
热间的用量关系，以治郁热；麻黄

与附子为３∶５，提示辛温散寒与温
阳散寒间的用量关系，以治不通；

白术与附子为３∶２，提示益气与温
阳间的用量关系，以治阳虚。又，

方中用药９味，辛散温通药５味如
附子、麻黄、桂枝、防风、生姜，用量

总和是５５ｇ；益气药２味如白术、甘
草，用量总和是２１ｇ；补血缓急药１
味如芍药，用量是９ｇ；清热药１味
如知母，用量是１２ｇ；其用量比例是
近１８∶７∶３∶４，从用量分析方药主
治，病是阳虚热郁痹证。

２　方证辨析
２．１　权衡“诸肢节疼痛”　权衡桂
枝芍药知母汤辨治“诸肢节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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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四肢、颈椎、胸椎、腰椎诸关节

疼痛，相当于风湿性关节炎、骨质

增生、椎间管狭窄等病变，运用桂

枝芍药知母汤并非针对所有病变

引起的肢节疼痛，而是针对所有肢

节疼痛必须具备阳虚热郁痹证，以

此才能运用桂枝芍药知母汤，以此

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否则是不能运

用桂枝芍药知母汤。

２．２　思辨“身体魁羸”　辨识“身
体魁羸”，魁者，关节肿大；羸者，肌

肉消瘦，相当于类风湿性关节炎、

肢端肥大性关节炎、关节腔积液、

关节变形等病变，其病变证机是病

久不愈而暗耗气血，寒湿乘机侵袭

肌肉关节，壅滞经气脉络，气血阻

滞不通。

２．３　辨析“脚肿如脱”　辨识“脚
肿如脱”，脚者，足也，小腿；肿者，

肿大；如者，犹如；脱者，脱离，脱

散，相当于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

生、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椎炎等

病变，其病变证机是阳虚不得温，

而郁热肆虐其间。

２．４　辨识“头眩短气”　辨识“头
眩”的病变证机是郁热上扰上攻；

辨识“短气”的病变证机是阳虚而

不能温养。可见，辨治肢体关节病

变的症状表现并不局限于关节，既

有邪郁又有正气不足，其病变正邪

斗争，相互影响可引起头晕目眩及

气短乏力等症状表现。

２．５　思辨“温温欲吐”　思辨“温
温欲吐”的病变证机是寒湿郁热浸

淫而影响胃气不降。在临床实际

中肢体关节疼痛出现胃气上逆的

症状表现的病变证机有，邪气内扰

而影响胃气通降，或因用药不当而

损伤胃气。可见，辨治肢体关节病

变必须重视兼顾阳明胃气，以此才

能更好地辨治肢体关节病变而取

得最佳治疗效果。

２．６　辨治寒热病变准则　运用桂

枝芍药知母汤主治阳虚热郁证，其

疼痛常常因寒湿加重；可疼痛或有

夹郁热、或下午低热、或舌质偏红、

或口干等。再则，辨“寒”的病变部

位常常固定在关节，而辨“热”的病

证表现则具有不固定性。

３　方证辨病
３．１　辨治关节病变　如肌肉风
湿、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胸

颈椎狭窄等病在其演变过程中出

现疼痛，畏寒，舌质淡红，苔黄白夹

杂且符合桂枝芍药知母汤辨治要

点。

３．２　辨治肌肉病变　如干燥综合
征、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和未分化结

缔组织病等病在其演变过程中出

现关节疼痛，僵硬，畏寒，舌质淡

红，苔黄白夹杂且符合桂枝芍药知

母汤辨治要点。

４　案例导读
４．１　未分化结缔组织病　邵某，
男，６４岁，郑州人。有多年未分化
结缔组织病病史，近因症状加重前

来诊治。刻诊：皮肤盘状红斑，双

手弥漫肿胀，皮下结节，关节疼痛

晨僵，因寒加重，皮肤黯红，口渴欲

饮热水，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

弱。辨为阳虚寒凝，郁热浸淫证，

治当温阳散寒，清泻郁热，给予桂

枝芍药知母汤与白虎汤合方，桂枝

１２ｇ，白芍 １０ｇ，麻黄 ６ｇ，生姜 １５ｇ，
白术１５ｇ，知母１８ｇ，防风１２ｇ，附子
１０ｇ，石膏 ５０ｇ，粳米 １５ｇ，炙甘草
６ｇ。６剂，每天１剂，水煎服，每日
分３服。二诊：皮肤红斑略有减
轻，以前方 ６剂。三诊：关节疼痛
缓解，以前方 ６剂。四诊：关节僵
硬减轻，以前方 ６剂。五诊：肿胀
好转，以前方 ６剂。六诊：关节疼
痛基本解除，以前方 ６剂。六诊：
皮肤黯红好转，以前方 ６剂。之

后，为了巩固疗效，以前方变汤剂

为散剂，每次６ｇ，每日分３服，治疗
半年。随访１年，一切尚好。

用方体会：根据肿胀、僵硬、因

寒加重辨为寒凝，再根据皮肤黯

红、口渴欲饮热水辨为寒夹热，因

苔薄白、脉沉弱辨为阳虚，以此辨

为阳虚寒凝、郁热浸淫证。方以桂

枝芍药知母汤温阳通经，兼清郁

热；以白虎汤清泻郁热，兼益脾胃。

方药相互为用，以奏其效。

４．２　强直性脊柱炎　耿某，男，２５
岁，郑州人，有３年强直性脊柱炎病
史，近因疼痛加重前来诊治。刻诊：

腰背颈及下肢关节疼痛，活动受限，

遇冷加重，似有身体关节欲脱散，头

晕目眩，咽痛，牙龈肿痛，舌质红，苔

薄黄，脉沉。辨为阳虚热郁，经脉郁

滞证，治当温阳通经，清热益阴，给

予桂枝芍药知母汤与白虎汤合方：

桂枝１２ｇ，生白芍１０ｇ，黄连６ｇ，麻黄
６ｇ，生姜１５ｇ，白术１５ｇ，知母１８ｇ，防
风１２ｇ，附子 １０ｇ，石膏 ４５ｇ，粳米
１５ｇ，生甘草６ｇ。６剂，第１次煎４５
分钟，第２次煎３０分钟，合并药液，
每日１剂，每天分３服；二诊：咽痛
止，牙龈肿痛减轻，变石膏为４０ｇ，以
前方６剂；三诊：关节疼痛好转，以
前方６剂；四诊：仍遇冷加重，变附
子为生川乌１０ｇ，以前方６剂；五诊：
疼痛明显减轻，以前方６剂；六诊：
诸证得到有效控制，以前方治疗

２００余剂，诸关节未有明显不适；之
后，以前方变汤剂为散剂，每次６ｇ，
每日分３服，治疗半年。随访１年，
一切尚好。

用方体会：根据关节疼痛、遇冷

加重辨为寒，再根据咽痛、舌质红辨

为热，以此辨为阳虚热郁，经脉郁滞

证。方以桂枝芍药知母汤温阳散

寒，兼清热益阴；以白虎汤清泻郁

热，兼温阳顾胃，加黄连清泻郁热。

方药相互为用，以取其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