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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配代赭石治疗喘证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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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参配代赭石是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一个经典药对，在治疗喘证的过程中有

其独特效果。结合历代中医本草著作、经典条文及医案，探讨人参、代赭石治疗喘证的机理，认为人

参可大补元气，补益肺脾肾气，使肺气宣降协调，肾正常纳气，脾气正常运化则喘证自止，主要应用于

肺脾气虚之喘证；代赭石重镇降逆，重坠之性，驱浊下冲，主降肺胃之逆气，主要应用于胃气上冲犯肺

之喘证。人参大补元气，补益太过可导致元气上逆，易加重喘咳；代赭石降逆配伍人参，可避免人参

迫气上升太过。二药并用，一升一降，宣降相宜，以成安肺之功。通过探讨其性味及临床运用，发现

二药配合对阴阳两虚型喘证的治疗效果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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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两药配伍使用通常被称为药对，又叫“对药”

或者“对子”，是一种相对固定的配伍形式。中药药对

的应用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其主

要是针对疾病的症候表现和病机，结合药物的属性和

功效进行配伍，起到增加药效，减轻不良反应的作用。

药对组成虽然简单，但其配伍可协同增效、相制减毒，

故能一直沿用至今[1]。人参配代赭石主要出自张锡纯

之《医学衷中参西录》：“有肾虚不纳气……其喘逆之

状……加野台参五钱……赭石改用八钱。”张锡纯认

为，人参除补益外还兼有上升元气的作用，治疗喘脱

时会有加重气逆之弊，因此治疗喘证“切不可轻用人

参，惟重用赭石以引人参之力下行，方能纳气归肾，而

下焦之气化，遂因之壮旺而固摄”，“导引肺气归肾”则

喘逆自止。

“喘证”乃中医病名，临床表现为呼吸不畅，张口

抬肩，不能平卧。其症状轻重不一，严重者可发为喘

脱，多表现为喘促不解，四肢冰冷，面青唇紫，脉象无

根等。《黄帝内经》最早便已记录喘证，曰：“肺病者，喘

息鼻张。”《金匮要略》论述气喘肩息，无法平卧为“上

气”。金元时期至今，各位医家更是不同程度地对喘

证进行了补充，完善其病因、分类、辨证纲领。西医的

肺炎、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源性心脏病、

心源性哮喘等病出现呼吸不畅的临床表现者皆可辨

为喘证。中医药在喘证的治疗上具有独特优势，其

中，药对更是发挥独特效果，现就张锡纯在《医学衷中

参西录》中人参配代赭石对喘证的治疗作用进行

探讨。

1 人参治疗喘证的药用特点

人参主要为根和根茎，其别名有人衔、鬼盖、地精

等，味甘，归为脾、肺、心、肾经，其功用重在大补元气，

可补肺脾肾气。

对于喘证，自古多认为其发于肺，《灵枢·本神》

道：“肺气虚……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诸病源候论》

云：“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故上气喘逆，鸣

息不通。”肺位上焦，为华盖，主气，若肺气虚或肺为外

邪侵害，则气失所主，而致短气而喘。除肺以外，不少

医家认为喘证的形成亦与脾有关。李东垣所著《脾胃

论》云：“脾胃之证，始得之则气高而喘。”若脾气虚，运

化功能失常，则无力运化水液，水液停聚则生痰，痰浊

上干于肺，肺气道被阻，故气机失于宣降，发为喘咳。

中医上多认为肾主纳气，肺司呼吸。人体的呼吸，主

要由肺所主，但同时需要肾脏来协助。只有肾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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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吸入之清气才能通过肺宣发肃降，循经下行于肾。

肺肾相互协作，才可顺利进行呼吸的生理活动，正所

谓“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

人参大补肺脾肾之气，在治疗喘证中多用于肺脾

气虚或肺肾气虚之虚喘。《杂证谟·喘促》中张景岳用

独参汤治疗肺脾气虚之喘证；而若亡血失精等元气大

伤而致喘者，则用大补元煎大补元气，纳气定喘[2] 。《内

外伤辨惑论》中李东垣用补中益气汤主治“气高而喘，

身热而烦……”。《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用人参保肺汤

“治五劳七伤，喘气不接”。《医方考》中用人参蛤蚧散

补肺肾，纳气定喘。《临证指南医案》指出“中气虚馁，

土不生金，则用人参建中”。《会心录》指出“第内伤之

喘，有阴虚阳虚之异……阳虚者，八味汤加人参……

然阴虚作喘，补阴是矣，第阴中有阳，若服六味汤不

应，又宜加人参、枸、菟、杜仲、河车，取阴阳互根之义

也”。《医述》指出“古人清肺、泻肺等汤，而必皆以人参

立名，夫亦可晓然于肺气之不可耗，而人参之在所必

用也”。

人参在喘证的中医治疗中应用十分广泛，其各个

部位均有不同的药用价值，据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所记载，人参根茎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

等作用，而人参叶具有补气、助肺的效用。人参的化

学成分主要有皂苷类、多糖类、有机酸及其酯类等[3]。

其中人参多糖约占人参干重的10％，是人参的重要组

成成分。相关研究[4]证实，人参多糖可通过调节细胞

因子的生成，参与机体免疫调节与免疫应答，下调促

炎细胞因子水平，调节免疫炎症反应，维持机体内环

境稳定。现代医学中，气短或呼吸困难乃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的标志性症状，而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机

制探讨发现，气道炎症是其重要的病理改变特征，人

参可通过降低气道炎症而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

展有积极作用[5]。现代医家针对喘证治疗也多喜用人

参，例如当代名医仝小林教授临床常用人参配伍蛤蚧

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等出

现的肾不纳气之喘[6]。

2 代赭石治疗喘证的药用特点

代赭石也称赤赭石，为氧化物类矿物矿石，味甘，

性平，归于肝、胃、心包经。其功用为重镇、降逆、平

肝、潜阳，故代赭石可使肺气降逆，以平喘止咳。《本经

逢原》言“赭石之重，以镇逆气”；《长沙药解》道“代赭

重坠之性，驱浊下冲，降摄肺胃之逆气……疗惊悸哮

喘”；《御药院方》中用代赭石为君药配伍成代赭石汤

以治“逆气上冲”；《伤寒寻源》言及“代赭镇心降逆

……气之逆乱者，用人参甘草大枣以和之”；《景岳全

书》言代赭石“性凉而降……能下气、降痰、清火”；《是

斋百一选方》中选用资寿小金丹“治诸虚不足，上盛下

虚，喘急泄泻”，其中代赭石为君药以降逆平喘；当代

名医陈苏生拟三子麻部汤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哮喘等疾病，以调肺气，其中代赭石降气

并治痰涎黏阻以缓解喘咳[7]。亦有医家活用经方，拟

荡胸汤，方中重用代赭石以镇逆气，降胸膈，主治“上

塞咽喉……呼气不利，满闷短气”[8]。

一般认为，喘证或为肾虚不摄，或为肺失宣降，然

张锡纯认为胃气上逆亦可致喘。胃气本宜下行，气不

下行而转为上逆，气逆犯肺，迫气上行，可发为喘。胃

居中焦，司受纳通降。手太阴肺经之脉，还循胃口，肺

胃之气同主降，故两脏在生理、病理上皆可互相影响。

张锡纯用于降逆之品，首崇代赭石，其认为代赭石能

统降诸逆，故常以代赭石镇降，时佐以麦芽条达，以使

左升右降如常，气化自然[9]。

3 人参-代赭石治疗喘证

喘证之病，病位见于肺，但肾为其本。肾不纳气，

则气逆而喘。历代医家医治喘证，多以调达肺气，化

痰为法。张锡纯另辟蹊径提出代赭石“其质重坠，又

善镇逆气，除痰涎”“能镇胃气冲气上逆，开胸膈……

用之得当，诚有捷效”。而人参，其性甘，主以大补元

气，可救气分之脱，常用于虚喘。然妄补元气，可使下

焦气机壅滞而致气逆而喘，而无救逆之效。人参补益

太过，可助气升，故必应与代赭石配伍使用，方可引气

归元，而引人参补益之力下行，以有治疗喘证的功

效[10]。对于“太阳病旋覆花代赭石汤证”，其表现为

“心下停有水气可作干呕咳喘”，张锡纯认为该证乃因

胃气上逆合并肝气团结于心下，阻塞呼吸之气而作

喘，“必须治以旋覆花代赭石汤”。旋覆花代赭石汤

中，代赭石可助旋覆花、半夏镇冲，同时助人参下行涌

泉以辅助正气。张锡纯喜用人参、代赭石配伍，常搭

配不同药物医治喘证，如：配伍芡实、山药、山萸肉、龙

骨等组成“参赭镇气汤”[11]，治疗“阴阳两虚，喘逆迫

促，有将脱之势”；配伍山药、牛蒡子、知母、生地、芍

药、三七等组成“保元寒降汤”，治疗“吐血过多……喘

促咳逆”[12]。张氏用其配伍治疗喘证效果极佳，如其

医案所示，“一妇人，年三十余，劳心之后兼以伤心，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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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逆大作，迫促异常……知为阴阳两虚之证”，盖因其

人阳虚，则气不固摄，而阴虚又见肾不纳气，故发为喘

证，予参赭镇气汤，果然一剂后病愈大半，又服数剂后

病退痊愈。

4 典型医案

王某，男，69 岁，2021 年 12 月 5 日初诊。患者有

慢性支气管炎病史20余年，1个月前感受风寒后再次

出现喘息、咳嗽，自行予止咳糖浆口服后症状未减，遂

来就诊。辰下症：气短，喘息不能平卧，咳嗽咳痰，痰

色白量多，呈泡沫样，胃脘痞闷，偶有反酸嗳气，舌淡

有齿痕，苔薄白，脉浮滑。西医诊断：慢性支气管炎。

中医诊断：喘证，辨为风寒犯肺证。病机：寒饮犯肺，

肺失宣降；寒痰阻胃，胃失和降。治宜宣肺散寒，化痰

降逆。方选旋覆花代赭石汤加减，药用：旋覆花10  g，
代赭石 10  g，人参 10  g，半夏 9  g，陈皮 10  g，炙甘草

6  g，茯苓 15  g，麻黄 6  g，杏仁 10  g，葶苈子 15  g，生
姜10  g。7剂，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两次服。

2021年12月12日二诊：气短喘息明显好转，时有

咳嗽咳痰，痰白量少，偶见胃脘痞闷，舌淡苔薄白，脉

浮滑。气短喘息已减，风寒邪气已去，予上方中去麻

黄、杏仁、葶苈子，加砂仁10  g、木香6  g、厚朴10  g、枳
实6  g，以理气化痰，下气除满。7剂，每日1剂，分早、

晚两次服。

药后诸症进一步减轻，效不更方，之后规律复诊。

按 患者素有咳喘，肺病发作实为本虚标实。久

病肺虚，感受外邪，内外邪气相应，肺失宣降，肺气上

逆；久病过服药物，损伤胃气，胃气失和；肺病日久，子

病及母，而致肺脾两虚，脾失健运，痰浊内生。结合患

者舌脉予旋覆花代赭石汤加减。其中，人参补益肺脾

气，助肺宣降正常，脾胃正常运化；代赭石降肺、胃之

逆气，与人参配合使用，喘逆自止；配合二陈汤健脾化

痰；麻黄、杏仁宣肺平喘；葶苈子泻肺平喘。诸药配

伍，共奏散寒、化痰、降逆之效。

5 结语

针对喘证的治疗，历代医家多有自己的看法。而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则对喘证的治疗进行

了新的探索，其从肺肾、脾胃、肝、大气下陷等多个方

面分析其病因病机，灵活选方配伍，应用药对[13]：寒热

并用，如黄芪配知母，知母凉润以济黄芪之热；攻补兼

施，如山药配牛蒡子，山药补益脾肺气阴，牛蒡子引肺

气肃达于肾；散收同用，如芡实配半夏，敛中寓于发

散，使收敛不致太过，以防留邪；燥湿相济，如麦冬配

半夏，润而不易过腻，化痰而不致伤阴；升降相随，如

人参配代赭石，人参补益，代赭石降逆，使气机不致上

逆，补益不致太过。人参、代赭石配伍治疗喘证是张

锡纯从诸多医文、医案中总结而来，并长期应用于临

床，治疗效果显著。人参大补元气，代赭石重镇降逆，

二者配伍多治疗阴阳两虚型喘证。人参可大补肺肾

之气，肺气充盛，宣降如常，即不可见肺气上逆作喘；

肾气充盛，阴阳协调，纳气功能正常，即不可见肾虚不

能纳气之喘；人参大补脾气，脾正常发挥运化功能，水

液布散全身，一方面可濡润肺脏，避免出现肺阴虚火

旺作喘，一方面避免水液停聚，形成痰湿，阻碍肺气正

常宣降作喘。单用人参补气易出现元气过于亢盛，而

出现气机上逆，使喘证加重，宜配伍代赭石重镇降逆，

避免人参补气太过；肺气宜清宜降，代赭石重镇降逆，

配伍人参，除避免人参气逆，还可助肺气肃降，发挥正

常宣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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