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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名家臨床筆記》

前言

　　開啟方便之門，探索中醫學偉大寶藏　　《中醫自學百日通》是—本實用中醫手冊類讀物。顧名
思義，本書專供自學中醫、初學入門使用。　　說到 「自學」、「入門」這些字眼，大家自然會覺得
這類書淺顯，也往往認為這類書不夠專業，不夠深入，其實不然。本書主編張湖德教授執教北京中醫
藥大學，多年來傾其餘緒，致力於中醫科學普及事業，已是著作等身，獲譽多多，無須序者贅言。單
麗娟教授中醫學理論底蘊深厚，並有中醫、中西醫結合臨床醫療和科學研究的長期經驗積澱，這種集
醫、教、研於一身的經歷和經驗使她有機會從多角度、多層面感悟中醫學。王存芬主任醫師是高年資
中醫臨床大夫，學驗俱豐，目前教授中醫基礎理論課。其餘參編者也都是中醫醫療和教學骨幹。有這
樣一支作者隊伍，確保了《中醫自學百日通》的編寫品質和編寫水準。　　近年來，無論從中醫學的
發展趨勢，還是從人們對中醫學的需求變化，或是從中醫工作者的責任義務而言，都應當有一本新的
、便攜的中醫入門類讀物。　　本書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它以其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降低閾閥
，幫助自學中醫者順利跨入中醫之門。　　其次，為中醫學院學生提供簡約便捷的參考資料，在學習
規定教材的同時，有此一冊在手，可為多門課程的眾多理論觀點和臨床技能找到詮釋和旁解。　　其
三，為現代醫學工作者、關心中醫學發展、喜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和願意運用中醫方法進行自我保健
的廣大群眾提供一本現成的諮詢手冊。此外，本書還正確表述了中醫學理論、恰當闡釋了中醫學概念
、對比分析了中西醫學差異、辨識和澄清了在宣傳中醫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至於本書所載內容，
允其彙集饒廣、包羅宏富，讀者自可根據興趣和要求，從中取捨，序者不再叨述。惟願《中醫自學百
日通》為廣大讀者開啟方便之門，成就有志者登堂入室，努力探索中醫學偉大寶藏。　　新疆醫科大
學副校長 周銘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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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名家臨床筆記》

内容概要

　　中醫名家臨床筆記–　　中醫自學百日通 第二部　　第26天–第58天　　Lea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asily in Just 100 Days　　一百天學會中醫，最實用的中醫學習手冊。　　中醫理論體系的主
要特點是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　　中醫學的整體觀念，主要是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並且認
為人與環境之間有密切的聯繫。　　辨證論治是中醫診斷和治療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辨證論治分為
辨證和論治兩個階段：辨證，就是將四診（望、聞、問、切）所收集的資料、症狀和體征，通過分析
、綜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及邪正之間的關係，概括、判斷為某種證。論治，則是根據辨
證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　　中醫科學醫、教、研的名醫大家　　結合臨床醫療和科學研究全
面專擅編寫　　主编　 全球五大中醫藥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 張湖德　　新疆自治區中醫院內科
主任醫師 單麗娟　　醫科大學副教授暨《金匱要略》研究專家 王存芬　　＊承傳老祖宗望聞切問的
智慧，循序深入，分科漸近　　本套書是坊間難得看到內容循序深入，分科漸近的中醫自學手冊，內
容從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診斷、中藥學、方劑學、婦科、兒科、內科等科以及針灸學、推拿學。　　
＊通俗易懂的文字，自學中醫及中醫保健的諮詢手冊　　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降低閾閥，幫助自學中
醫者順利跨入中醫之門。並為現代醫學工作者、關心中醫學發展、喜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和願意運用
中醫方法進行自我保健的廣大群眾提供一本現成的諮詢手冊。　　＊正確表述中醫學理論並恰當闡釋
中醫學概念　　中醫學在中國產生，經過數千年發展而形成的一門具有獨特理論體系和豐富的養生方
法、診療手段的傳統醫學。本書除了正確表述中醫學理論，更對比分析了中西醫學差異、辨識和澄清
了在宣傳中醫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全面闡述中醫眾多理論觀點及臨床技能的詮釋和旁解。　　＊內容
彙集饒廣、包羅宏富，可根據興趣和要求，從中取捨　　中醫理論體系發展經歷了先秦秦漢時期、兩
晉隋唐時期、宋金元時期、明清時期，以及近代和現代五個階段，每一階段中醫理論體系發展又各有
其特點。讀者可以了解不同階段中醫的發展，並深刻體認到近代和現代中醫理論體系發展的特點是，
繼承發掘和整理前人理論，同時中醫學已經由近代中西醫匯通，而後走上現代中西醫學結合和多學科
研究中醫的道路。　　序　　開啟方便之門，探索中醫學偉大寶藏　　新疆醫科大學副校長 周銘心教
授　　《中醫自學百日通》是—本實用中醫手冊類讀物。顧名思義，本書專供自學中醫、初學入門使
用。　　說到 「自學」、「入門」這些字眼，大家自然會覺得這類書淺顯，也往往認為這類書不夠專
業，不夠深入，其實不然。本書主編張湖德教授執教北京中醫藥大學，多年來傾其餘緒，致力於中醫
科學普及事業，已是著作等身，獲譽多多，無須序者贅言。單麗娟教授中醫學理論底蘊深厚，並有中
醫、中西醫結合臨床醫療和科學研究的長期經驗積澱，這種集醫、教、研於一身的經歷和經驗使她有
機會從多角度、多層面感悟中醫學。王存芬主任醫師是高年資中醫臨床大夫，學驗俱豐，目前教授中
醫基礎理論課。其餘參編者也都是中醫醫療和教學骨幹。有這樣一支作者隊伍，確保了《中醫自學百
日通》的編寫品質和編寫水準。　　近年來，無論從中醫學的發展趨勢，還是從人們對中醫學的需求
變化，或是從中醫工作者的責任義務而言，都應當有一本新的、便攜的中醫入門類讀物。　　本書具
有以下特點：　　首先，它以其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降低閾閥，幫助自學中醫者順利跨入中醫之門。
　　其次，為中醫學院學生提供簡約便捷的參考資料，在學習規定教材的同時，有此一冊在手，可為
多門課程的眾多理論觀點和臨床技能找到詮釋和旁解。　　其三，為現代醫學工作者、關心中醫學發
展、喜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和願意運用中醫方法進行自我保健的廣大群眾提供一本現成的諮詢手冊。
此外，本書還正確表述了中醫學理論、恰當闡釋了中醫學概念、對比分析了中西醫學差異、辨識和澄
清了在宣傳中醫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至於本書所載內容，允其彙集饒廣、包羅宏富，讀者自可根
據興趣和要求，從中取捨，序者不再叨述。惟願《中醫自學百日通》為廣大讀者開啟方便之門，成就
有志者登堂入室，努力探索中醫學偉大寶藏。　　【內容簡介】　　中藥基礎知識——道地藥材是優
質純真藥材的專用名詞。　　道地藥材，又稱地道藥材，在一定地域氣候作用下產生的藥材，是優質
純真藥材的專用名詞，它是指歷史悠久、產地適宜、品種優良、產量宏豐、炮製考究、療效突出、帶
有地域特點的藥材。中藥的採收時節和方法對確保藥物的品質有著密切的關聯。因為動植物在其生長
發育的不同時期、藥用部分所含有效及有害成分各不相同，因此藥物的療效和毒副作用也往往有較大
的差異，故藥材的採收必須在適當的時節採集。　　方劑學自學入門——方劑產生的歷史悠久，其上
限年代已經無可考證。　　方劑是在審證求因確定治法以後，選擇合適的藥物，酌定用量，按照組方
結構的要求，妥善配伍而成的一種用藥組織形式，是臨床辨證論治的主要工具之一。方劑學是研究治
法與方劑配伍規律及其臨床運用的一門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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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名家臨床筆記》

作者简介

　　張湖德　　中醫科學醫、教、研的名醫大家，結合臨床醫療和科學研究全面專擅編寫　　主编　 
全球五大中醫藥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 張湖德　　單麗娟　　新疆自治區中醫院內科主任醫師　
　王存芬　　新疆醫科大學副教授暨《金匱要略》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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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名家臨床筆記》

书籍目录

中藥學入門第二十六日　第一章　中藥基礎知識第一節 中藥的產地與採集第二節 中藥的性能一、四
氣二、五味第三節 升降沉浮第四節 歸經第二十七日 第二章　解表藥第一节發散風寒藥1、麻黃2、桂
枝3、紫蘇4、生薑5、荊芥6、防風7、羌活8、白芷9、細辛第二十八日 第二節 發散風熱藥1、薄荷2、
牛蒡子3、蟬蛻4、桑葉5、菊花6、蔓荊子7、葛根8、柴胡第二十九日 第三章　清熱藥第一節　清熱藥
瀉火藥1、石膏2、知母3、蘆根4、天花粉5、梔子6、夏枯草7、決明子第二節 清熱燥濕藥1、黃芩2、黃
連3、黃柏4、龍膽草5、苦參第三十日 第三節 清熱解毒藥1、金銀花2、連翹3、蒲公英4、土茯苓5、敗
醬草6、射幹7、山豆根8、白花蛇舌草a)清熱涼血藥1、生地黃2、玄參3、牡丹皮4、紫草b)清虛熱藥1、
青蒿2、地骨皮第三十一日 第四章　瀉下藥1、大黃2、芒硝第五章 祛風濕藥第一节祛風寒濕藥1、獨
活2、威靈仙3、烏蛇4、木瓜第二節 祛風濕熱藥1、秦艽2、防已3、桑枝第三十二日 第三節 祛風濕強筋
骨藥1、五加皮2、狗脊a)化濕藥1、藿香2、佩蘭3、蒼術4、厚樸5、砂仁第三十三日　第七章　利水滲
濕藥a)利水消腫藥1、茯苓2、薏苡仁3、豬苓4、澤瀉第二節 利尿通淋藥1、車前子2、滑石3、瞿麥4、
海金砂5、萆薢第三節 利濕退黃藥1、茵陳2、金錢草第三十四日 第八章　溫裏藥1、附子2、吳茱萸3、
高良薑第九章　理氣藥1、陳皮2、枳實3、木香4、川楝子第三十五日 第十章　消食藥1、山楂2、神
曲3、麥芽4、雞內金5、檳榔第十一章　止血藥第一節　涼血止血藥1、小薊2、大薊3、地榆4、白茅根
第二節 化瘀止血藥2、三七3、茜草4、蒲黃第三十六日 第三節 收斂止血藥1、白及2、仙鶴草第四節 溫
經止血藥艾葉第十二章 活血化瘀藥　第一節　活血止痛藥1、川芎2、延胡索3、郁金4、乳香5、五靈
脂第三十七日 第二節 活血調經藥1、丹參2、紅花3、桃仁4、益母草5、牛膝6、土鼈蟲7、血竭8、莪
術9、斑蝥第三十八日 第十三章　化痰止咳藥第一節 溫化寒痰藥1、半夏2、天南星3、白芥子4、白前
第一节清化熱痰藥1、貝母2、瓜蔞3、竹茹4、前胡5、桔梗第二節 止咳平喘藥1、苦杏仁2、萊菔子3、
百部4、款冬花5、枇杷葉6、葶藶子第三十九日 第十四章　安神藥第一節 重鎮安神藥1、朱砂2、龍骨
第二節 養心安神藥1、酸棗仁2、柏子仁3、遠志第十五章　平肝熄風藥第一節 平抑肝陽藥1、代赫石2
、白蒺藜第四十日 第一節 息風止痙藥1、鉤藤2、天麻3、地龍4、全蠍5、蜈蚣6、僵蠶第十六章　開竅
藥1、麝香2、冰片3、石菖蒲第四十一日 第十七章　補虛藥a)補氣藥1、人參2、西洋參3、黨參4、太子
參5、黃芪6、白術7、山藥8、甘草第四十二日 第二節 補陽藥1、鹿茸2、杜仲3、續斷4、肉蓯蓉5、益
智仁6、菟絲子7、蛤蚧8、冬蟲夏草第三節 補血藥1、當歸2、白芍3、阿膠4、何首烏第四節 補陰藥1、
沙參2、黃精3、石斛4、枸杞子5、墨旱蓮6、女貞子7、龜板8、鱉甲第四十三日 第十八章　收澀藥1、
五味子2、烏梅3、山茱萸4、桑螵蛸5、海螵蛸6、蓮子7、芡實方劑學自學入門第四十四日 序言上篇　 
總論 第一章　方劑與治法的關係第二章　方劑的分類第三章　方劑的配伍第一節　方劑配伍的基本理
論1、君臣佐使理論2、六氣淫勝理論3、五臟苦欲補瀉理論第二節　方劑配伍的變化形式a)藥味增減變
化b)藥量增減變化c)劑型更換變化第四十五日 第四章 劑型1、湯劑2、散劑3、丸劑第五章　方劑的服
法下篇　各論第一章汗法之劑1、桂枝湯2、小青龍湯3、銀翹散4、敗毒散第四十六日 第二章 和法之
劑1、小柴胡湯2、消遙散3、痛瀉要方4、防風通聖散第三章　下法之劑大承氣湯第四十七日 第四章　
消法之劑1、二陳湯2、半夏白術天麻湯3、越鞠丸4、半夏厚朴湯5、蘇子降氣湯 6、血府逐瘀湯7、補
陽還五湯第四十八日8、生化湯9、消風散10、藿香正氣散11、八正散12、三仁湯 13、真武湯14、保和
丸第四十九日 第五章　吐法之劑第六章　 清法之劑 龍膽瀉肝湯第七章 溫裏之劑理中丸第五十日 第八
章　補法之劑1、參苓白術散2、補中益氣湯3、玉屏風散4、歸脾湯5、六味地黃湯6、四神丸7、酸棗仁
湯婦科自學入門第五十一天一、月經病（一）月經先期（二）月經後期（三）月經先後無定期第五十
二天（四）經期延長（五）經間期出血二、崩漏第五十三天三、閉經四、痛經五、經行發熱第五十四
天六、絕經前後諸證七、帶下病八、妊娠病（一）惡阻第五十五天（二）妊娠腹痛（三）異位妊娠（
四）胎漏、胎動不安第五十六天（五）子癇九、產後病（一）產後發熱（二）產後身痛第五十七天（
三）惡露不絕（四）缺乳十、婦科雜病(一)　不孕症第五十八天(二)　 癥瘕(三)　婦人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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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篇 中藥學入門　　第二十六日　　第十三章 中藥基礎知識　　第一節 中藥的產地與採集　
　道地藥材，又稱地道藥材，在一定地域氣候作用下產生的藥材。是優質純真藥材的專用名詞，它是
指歷史悠久、產地適宜、品種優良、產量宏豐、炮製考究、療效突出、帶有地域特點的藥材。　　中
藥的採收時節和方法對確保藥物的品質有著密切的關聯。因為動植物在其生長發育的不同時期、藥用
部分所含有效及有害成分各不相同，因此藥物的療效和毒副作用也往往有較大的差異，故藥材的採收
必須在適當的時節採集。即：　　全草：大多數在植物枝葉茂盛、花朵初開時採集，從根以上割取地
上部分。　　葉類：通常在花蕾將放或正盛開的時候，此時葉片茂盛、性味完壯、藥力雄厚。　　花
、花粉：花類藥材，一般採收未開放的花蕾或剛開放的花朵，以免香味散失、花瓣散落而影響品質。
　　果實、種子：果實類藥物：青皮、枳實、覆盆子、烏梅等，未成熟時採收；種子：完全成熟後採
集。　　根、根莖：一般以秋末或春初即二月、八月採收為佳，「春寧宜早，秋寧宜晚」（《本草綱
目》）。　　樹皮、根皮：通常在春、夏時節植物生產旺盛，植物體內漿液充沛時採集動物昆蟲類藥
材，為保證藥效也必須根據生長活動季節採集，礦物藥材全年皆可採收，不拘時間，擇優采選即可。
　　第二節 中藥的性能　　（一）四氣　　1、定義：四氣，就是寒熱溫涼四種不同的藥性，又稱四
性。它反映了藥物對人體陰陽盛衰、寒熱變化的作用傾向。　　2、屬性：四氣的屬性：寒涼屬陰，
溫熱屬陽。　　3、來源：以效定性。　　4、作用：寒涼藥分別具有清熱瀉火、涼血解毒、滋陰除蒸
、瀉熱通便、清熱利尿、清化熱痰、清心開竅、涼肝熄風等作用；而溫熱藥則分別具有溫裏散寒、暖
肝散結、補火助陽、溫陽利水、溫經通絡、回陽救逆等作用。　　（二）五味　　1、定義：五味，
是指藥物有酸、苦、甘、辛、鹹五種不同的味道，有些還具有淡味或澀味，因而實際上不止五種。但
是，五味是最基本的五種滋味，所以仍然稱為五味。　　2、屬性：《內經》云：「辛甘淡屬陽，酸
苦鹹屬陰。」　　《洪範》謂：「酸味屬木、苦味屬火、甘味屬土、辛味屬金、鹹味屬水。」　　3
、作用：《素問?臟氣法時論》指出：「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軟。」這是對五味作用的最早概
括。　　散——發散　　辛：　　行——行氣行血　　補——補益　　甘：　 和——和中、調和　　
緩——緩急止痛　　酸：收澀、收斂、固澀的作用　　泄——清瀉火熱、泄降氣逆、通泄大便　　苦
：　 燥——燥濕　　堅——堅陰（瀉火存陰）　　下——瀉下通便　　鹹：　　軟——軟堅　　滲—
—發汗　　淡：　　泄——利小便　　第三節 升降浮沉　　1、定義：升降浮沉是藥物對人體作用的
不同趨向性。升，即上升提舉，趨向於上；降，即下達降逆，趨向於下；浮，即向外發散，趨向於外
；沉，向內收斂，趨向於內。升降浮沉也就是指藥物對機體有向上、向下、向外、向內四種不同作用
趨向。　　2、屬性：按陰陽屬性區分，則升浮屬陽，沉降屬陰。　　3、影響藥物升降浮沉的因素：
　　（1）內因：　　a.氣五味：凡味屬辛、甘，氣屬溫、熱的藥物，大都是升浮藥；凡味屬苦、酸、
鹹，性屬寒、涼的藥物，大都是沉降藥。　　b.物的升降浮沉與從藥物的質地輕重有關：一般來講，
花、葉、皮、枝等質輕的藥物大多為升浮藥，而種子、果實、礦物、貝殼及質重者大多都是沉降藥。
某些藥也有特殊性，有「諸花皆升，旋覆獨降；諸子皆降，蒼耳獨升」之說。　　（2）外因：　　a.
炮製：如有些藥物酒制則升，薑炒散，醋炒收斂，鹽炒下行。　　b.配伍：有些藥物藥性上行，當隨
大隊沉降藥物時，不升反降或先升後降。如濟川煎和升麻葛根湯中的升麻。　　第四節 歸經　　1、
定義：歸經是指藥物對於機體某部分的選擇性作用，即某藥對某些臟腑經絡有特殊的親和作用。　
　2、依據：　　（1）五味入五臟：味辛、色白入肺；味苦、色赤入心、小腸經等。　　（2）五色入
五臟：黃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入腎、紅色入心、青色入肝。　　（3）取類比象：連翹象心而入
心經清心降火。　　（4）以效定歸經：佩蘭芳香醒脾胃入脾胃經。　　3、作用　　（1）掌握歸經便
於臨床辨證用藥。　　（2）掌握歸經理論還有助於區別功效相似的藥物。　　（3）運用歸經理論指
導臨床用藥，還要依據臟腑經絡相關學說，注意臟腑病變相互影響，恰當選擇用藥。　　第五節 毒性
　　1、毒性的概念　　古代毒性的概念：古代藥物毒性的含義較廣，既認為毒藥是藥物的總稱，毒
性是藥物的偏性，又認為毒性是藥物副作用大小的標誌。　　中藥的副作用有別於毒性作用。副作用
是指在常用劑量時出現與治療需要無關的不適反應，一般比較輕微，對機體危害不大，停藥後可自行
消失。過敏反應也屬於不良反應範圍。此外，中藥副作用還有一定的相對性。　　2、中藥毒性分級
：普遍採用大毒、有毒、小毒三類分類方法，是目前通行的分類方法。　　3、對中藥的毒性認識：
正確對待中藥的毒性，是安全用藥的保證，這裏包含如何總體評估中藥店毒性，如何正確看待文獻記
載及如何正確看待臨床報告。　　4、中藥中毒的主要原因：一是劑量過大，二是誤服偽品，三是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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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不當，四是製劑服法不當，五是配伍不當，此外，還有藥不對證、自行服藥、乳母用藥及個體差異
也是引起中毒的原因。　　第二十七日　　第十四章 解表藥　　一、定義：凡以發散表邪，治療表證
為主的藥，稱解表藥，又叫發表藥。　　二、藥性特點：本類藥物大多辛散輕揚，主入肺、膀胱經。
　　三、功效：　　（1）「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2）部分解表藥兼能利水消腫、止咳平喘
、透疹、止痛、消瘡等。　　四、分類及其適應症：　　發散風寒藥（辛溫解表藥）——外感風寒初
起。　　發散風熱藥（辛涼解表藥）——外感風熱、溫邪上受於上焦衛分。　　第一節 發散風寒藥　
　1、麻黃　　性狀呈細長園柱形，少分枝，表面淡綠色或黃綠色，有縱棱線紋，內髓部紅棕色——
朱芯麻黃。氣微香、味微苦澀。麻黃作為一種傳統中藥材，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應用歷史。漢朝《神
農本草經》中就已提到並將其列為中品。　　麻黃莖枝、根均可入藥。性味辛、苦、溫、入肺、膀胱
經，主要有發汗、平喘、利水、除風作用，可治風寒感冒、發熱惡寒、無汗、百日咳、支氣管炎、支
氣管哮喘、大葉性肺炎、麻疹初期透發不暢通、風疹身癢及風水浮腫、小便不利等疾病；麻黃根甘、
澀、平、歸心，肺經，可治療自汗、盜汗。麻黃的藥用種類主要是草麻黃、木賊麻黃、中麻黃。從麻
黃提煉出的麻黃鹼、偽麻黃鹼、甲基麻黃鹼、甲基偽麻黃鹼、去甲基麻黃鹼、去甲基偽麻黃鹼、麻黃
鹼錠等開始應用於醫藥方面。現代醫藥已證明：麻黃鹼有平喘、升高血壓、收縮血管等作用。偽麻黃
鹼有升壓利尿作用，與麻黃鹼相似，對橫紋肌有興奮作用。麻黃鹼錠能降低血壓，增加離體豚鼠子宮
的收縮及離體兔腸的蠕動。麻黃揮發油在體外試驗時對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同時對高燒的動物有降
溫作用。　　用量：2～9g。發汗解表宜生用，止咳平喘多炙用。生用、蜜炙或搗絨用。　　本品發汗
宣肺力強，忌過汗、誤汗。　　2、桂枝　　本品為樟科植物肉桂的乾燥嫩枝。春、夏二季採收，除
去葉，曬乾，或切片曬乾。主產於廣西、廣東、雲南等地。性狀呈長圓柱形，多分枝，表面棕色至紅
棕色，有縱棱線、細皺紋及小疙瘩狀的葉痕、枝痕、芽痕，皮孔點狀或點狀橢圓形。質硬而脆，易折
斷。斷面皮部紅棕色，木部黃白色至淺黃棕色，髓部略呈方形。有特異香氣，味甜、微辛，皮部味較
濃。　　桂枝性味辛甘、溫。歸心、肺、膀胱經。主要功能與主治有：發汗解肌，溫通經脈，助陽化
氣，平沖降氣。用於風寒感冒，脘腹冷痛，血寒經閉，關節痹痛，痰飲，水腫，心悸，奔豚。進入夏
季，肉桂便成了滷料中的「香餑餑。」但同時，在購買肉桂時發現，周圍的一些朋友、甚至是商販都
將肉桂與桂枝混為一談。難道肉桂就是桂枝嗎？其實不然。肉桂和桂枝雖同屬於肉桂樹的產物，但在
中藥裏，由於各自的藥用部位不同，其性味功能主治與臨床應用也不盡相同，故不能混為一談。所謂
肉桂，是指將其樹皮去除最外層栓皮後的樹幹皮，中醫將其形象稱為「肉桂。」而桂枝入藥，則僅取
其帶木質心的嫩枝。中醫認為，二者雖均味辛、甘，均能助陽散寒、溫經通脈、止痛，均可治脘腹冷
痛、風寒濕痹、陽虛水腫以及經寒血滯引起的痛經、經閉、月經不調等證。但肉桂性熱，歸心、肝、
腎、脾經，力強而功專走裏，宜用於治陽衰與裏寒重症，補命門火、治寒疝腹痛等症。而桂枝則性溫
，歸心、肺、膀胱經，力緩而既走表又走裏，治陽衰與裏寒輕症宜用，又能發汗解表，治風寒感冒有
汗或無汗。　　用量：3～9g。　　本品辛溫助熱，易傷陰動血，凡溫熱病及陰虛陽盛、血熱妄行、孕
婦等慎用。　　3、紫蘇　　紫蘇為唇形科植物紫蘇的乾燥地上部分。又名赤蘇、紅蘇、香蘇。全草
名全蘇，我國南北均產。紫蘇的果實，葉片和莖乾燥後分別稱蘇子、蘇葉、和蘇梗，均作藥用。　　
性味為辛，溫。歸肺、脾經。有解肺表，化脾濕的功能，應用於風寒感冒；脾胃氣滯，胸悶嘔吐。本
品味辛能行，能行氣以寬中除脹，和胃止嘔，兼有理氣安胎之功；紫蘇還能解魚蟹毒。蘇子具潤肺、
下氣、消痰的功能；蘇葉和蘇梗藥效同全蘇，但蘇梗還有安胎的作用。紫蘇既可入藥，生品亦是餐桌
上的調味品。　　用量：3～9g。　　4、生薑　　為雙子葉植物藥薑科植物薑的鮮根莖。中國著名的
生薑品種有廣州的疏輪大肉薑、密輪細肉薑、湖北的棗陽生薑、貴州遵義的白薑、雲南玉溪的黃薑、
陝西漢中的黃薑、四川的犍為薑和東北的丹東薑。　　其性味辛、溫。入肺、胃經。有發表，散寒，
止嘔，開痰的作用。用於治感冒風寒，嘔吐，痰飲，喘咳，脹滿，泄瀉；解半夏、天南星及魚蟹、鳥
獸肉毒。除此以外，還可作香料和藥材。薑有健胃、除濕、祛寒的作用，在醫藥上是良好的發汁劑和
解毒劑。煨薑，辛苦，大熱，有溫胃散寒的作用。　　用量：3～9g。　　陰虛內熱者忌服。　　5、
荊芥　　為唇形科植物荊芥的乾燥地上部分。夏、秋二季花開到頂、穗綠時採割，除去雜質，曬乾。
體輕，質脆，斷面類白色。小堅果棕黑色。　　性味辛、微溫，歸肺、肝兩經。能夠解表散風，用於
風寒感冒出現的頭痛、肢體痠痛，偏於風熱者，每與銀花、連翹、柴胡等藥配伍；宣透在表的邪氣治
療麻疹不透、瘡癤初起及各種皮膚類疾病。炒炭後其性味由辛溫變為苦澀平和，長於理血止血，可用
於吐血、衄血、便血、崩漏等多種出血證。發表透疹消瘡宜生用；止血宜炒用。荊芥穗更長於祛風。
　　用量：4.5～9g，不宜久煎。　　6、防風　　防風為傘形科植物防風的乾燥根，別名關防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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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風，以根入藥。此外，防風葉、防風花也可供藥用。主產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內蒙
古等省區。東北產的防風為地道藥材，素有「關防風」之稱。性狀根圓柱形或長圓錐形，表面灰棕色
，有縱槽，並有橫向皮孔及點狀根痕。根頭部密集環節，上有棕竭色毛狀殘存葉基。體輕質鬆，斷面
不平坦，皮部深棕色，有裂隙、木部淺黃色。氣特異，味微甘。含揮發油及甘露醇。　　性味辛、甘
，微溫。質潤。歸膀胱、肝、脾經。功效為解表祛風，勝濕，止痙。治療外感風寒引起的感冒頭痛；
風濕停留阻滯關節出現的痹痛、四肢拘攣；風邪外襲皮表的風濕瘙癢等病候。荊芥同防風均味辛性微
溫，溫而不燥，長於發表散風，對於外感表證，無論是風寒感冒還是風熱感冒兩者均可使用。同時，
兩者也都可用於風疹瘙癢。但荊芥質輕透散，發汗之力較防風為強，又能透疹、消瘡、止血。防風質
鬆而潤，祛風之力較強，為「風藥之潤劑」、「治風之通用藥」，又能勝濕、止痛、止痙。　　用量
：3～9g。　　7、羌活　　本品為傘形科植物羌活或寬葉羌活的乾燥根莖及根。春、秋二季採挖，除
去泥土及鬚根，曬乾或烘乾。羌活為多年生草本，野生於海拔1700～4500米的林緣及灌叢中，分佈於
陝西、甘肅、青海、四川、雲南等省；表面棕褐色，節間有稀、密之分，體輕，質脆。斷面不平整，
多裂隙，皮部黃棕色，油潤，木部黃白色，射線明顯。氣香，味微苦而辛。品質以根莖粗壯、全體環
節緊密、形似蠶狀、氣清香純正者為佳。　　性味辛、苦，溫。質燥，歸膀胱、腎經。本品辛溫發散
，氣味雄烈，善於升散發表有較強的解表散寒，祛風勝濕，止痛之功。用於風寒襲於足太陽經的感冒
頭痛（腦後痛）；風寒濕侵襲全身出現的關節痹痛、肩背痠痛。尤以上半身風寒濕痹、肩背肢節疼痛
者為多用。　　用量：3～9g。　　8、白芷　　本品為傘型科植物白芷或杭白芷的乾燥根。夏、秋間
葉黃時採挖，除去鬚根及泥沙，曬乾或低溫乾燥。性狀本品呈長圓錐形，表面灰棕色或黃棕色，根頭
部鈍四棱形或近圓形，具縱皺紋、支根痕及皮孔樣的橫向突起，有的排列成四縱行。頂端有凹陷的莖
痕。質堅實，斷面白色或灰白色，粉性，形成層環棕色，近方形或近圓形，皮部散有多數棕色油點。
氣芳香，味辛、微苦。主產於浙江、湖北、遼寧等地。　　性味辛，溫。歸胃、大腸、肺經。主要功
用為解表散寒，祛風止痛，通鼻竅，燥濕止帶，消腫排膿。用於外感風寒出現的頭痛（前額）、鼻塞
。本品芳香通達可以祛風止痛。用於瘡瘍腫痛者，未潰能消散，已潰能排膿。還可以運用於寒濕帶下
和寒凝氣滯血瘀引起的痛經。　　用量：3～9g。　　9、細辛　　為馬兜鈴科植物北細辛、漢城細辛
或華細辛的乾燥全草。捲縮成團，多為鬚根或根莖，有的殘留有葉、花或果、夏季果熟期或初秋採挖
，除去泥沙，陰乾生用。遼細辛根細、色灰黃、葉色綠，味辛辣麻舌以根莖為重，是東北的地道藥材
之一。含揮發油，揮發油的主要成分是甲基丁香油酚。　　性味辛，溫。有小毒。歸肺、腎、心經。
功效為溫經散寒、並通諸竅。治療風寒感冒的既入肺經散在表之風寒，又入腎經而除在裏之寒邪；外
能發散風寒，內能溫肺化飲；治療風冷牙痛煎湯含漱；治療風濕頭痛和關節痹痛；為治鼻淵之良藥，
宜與白芷、蒼耳子、辛夷等散風寒、通鼻竅藥配伍；外能發散風寒，內能溫肺化飲治療肺寒咳喘。　
　用量：煎服，1～3g；散劑每次服0.5～1g。　　陰虛陽亢頭痛，肺燥傷陰乾咳者忌用。不宜與藜蘆
同用。　　第二十八日　　第二節 發散風熱藥　　1、薄荷　　薄荷亦稱蘇薄荷、魚香草，唇形科薄
荷屬，可作藥用亦可作食用。薄荷是散風解熱藥，它所含的薄荷油，是藥用的有效成分。　　薄荷在
中醫藥中用途甚廣，以莖、葉入藥，性寒，味辛，歸肺、肝經。具有解表、散風熱的功能。主治外感
發熱、頭痛、目赤、咽喉腫痛；用莖、葉煎湯熏洗，可治各種皮膚濕疹、漆疹。炎熱夏日，薄荷藥膳
如：薄荷豆腐荷葉湯、薄荷雞絲湯等可謂防暑降溫佳品。此外，本品芳香辟穢，兼能化濕和中。　　
用量：3～6g；宜後下。薄荷葉長於發汗解表，薄荷梗偏於行氣和中。　　本品芳香辛散，發汗耗氣，
故體虛多汗者不宜使用。　　2、牛蒡子　　為菊科植物牛蒡的乾燥成熟果實。生用或炒用，用時搗
碎。本品富油性。無臭，味苦後微辛而稍麻舌。　　性味辛、苦，寒。歸肺、胃經。功效疏散風熱，
透疹利咽，解毒散腫。用於風熱感冒，咽喉腫痛。本品辛散苦泄，寒能清熱，故有疏散風熱，宣肺利
咽之效。用於麻疹不透。本品清泄透散，能疏散風熱，透泄熱毒而促使疹子透發．用於癰腫瘡毒，痄
腮喉痹。本品辛苦性寒，於升浮之中又有清降之性，能外散風熱，內泄其毒，有清熱解毒，消腫利咽
之效，且性偏滑利，兼可通利二便，故可用治風熱外襲，火毒內結，痛腫瘡毒。本品配瓜蔞，連翹，
天花粉、青皮等同用，又可用治肝鬱化火，胃熱壅絡之乳癰證。本品配玄參、黃芩、黃連、板蘭根等
同用，還可用治瘟毒發頤、痄腮喉痹等熱毒之證。　　用量：6～12g。炒用可使其苦寒及滑腸之性略
減。　　本品性寒，滑腸通便，氣虛便溏者慎用。　　3、蟬蛻　　本品為蟬科昆蟲黑蚱的若蟲羽化
時脫落的皮殼。夏、秋二季收集，除去泥沙，曬乾。性狀：略呈橢圓形而彎曲，表面黃棕色，半透明
，有光澤。胸部背面呈十字形裂開，裂口向內捲曲，脊背兩旁具小翅2對；腹面有足3對，被黃棕色細
毛。腹部鈍圓，共9節。體輕，中空，易碎。無臭，味淡。　　性味苦，寒。歸肺、肝經。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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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名家臨床筆記》

為散風除熱，利咽，透疹，退翳，解痙。用於風熱感冒，溫病初起，咽痛音啞；麻疹不透，風疹瘙癢
。本品入肝經，善疏散肝經風熱而有明目退翳之功；治療急慢驚風，破傷風證。此外，本品還常用以
治療小兒夜啼不安。　　用量：3～10g，或單味研末沖服。一般病證用量：宜小；止痙則需大量。　
　孕婦當慎用。　　4、桑葉　　為桑科植物桑的乾燥葉。需在霜降後收集。生用或蜜炙用。　　性
味甘、苦，寒。質潤。歸肺、肝經。具有疏散風熱、涼肝潤肺的功能。用於風熱感冒，溫病初起。肺
熱、燥熱咳嗽。若肝熱引起的頭昏、頭痛，本品亦可與菊花、石決明、夏枯草等清肝藥同用。此外，
本品尚能涼血止血。外用煎水洗眼。桑葉蜜制能增強潤肺止咳的作用，故肺燥咳嗽多用蜜制桑葉。　
　用量：5～9g。　　5、菊花　　為菊科植物菊的乾燥頭狀花序。生用。可把藥菊分成4大類，即白花
菊、滁菊花、貢菊花和杭菊花四類。在每一類裏則根據原產地取名。在白菊花類裏，以產於安徽亳縣
的亳菊品質最佳，其次如河南武陟的懷菊，四川中江的川菊，河北安國的祁菊，浙江德清的德菊等。
以亳菊和滁菊品質最優。　　本品性味辛、甘、苦，微寒。歸肺、肝經。功效疏散風熱、清肝明目。
用於風熱感冒，溫病初起。肝陽上亢。肝經熱盛、熱極動風者。本品辛散苦泄，微寒清熱，入肝經，
既能疏散肝經風熱，又能清泄肝熱以明目。黃菊和野菊花還可治療瘡癰腫毒。　　用量： 5～9g。疏
散風熱宜用黃菊花，平肝、清肝明目宜用白菊花。　　6、蔓荊子　　本品為馬鞭草科植物單葉蔓荊
乾燥帶宿萼的成熟果實。生用或炒用。氣特異而芳香，味淡、微辛。品質以乾燥、粒大飽滿、氣芳香
、無雜質黴變者為佳。　　性味辛、苦，微寒。歸膀胱、肝、胃經。有疏散風熱、清利頭目的功效。
本品辛能散風，微寒清熱，輕浮上行，解表之力較弱，偏於清利頭目、疏散頭面之邪。用於風熱感冒
，頭昏頭痛。還治療中氣不足，清陽不升，耳鳴耳聾。此外，取本品祛風止痛之功，也可用治風濕痹
痛。　　用量：6～12g。　　7、葛根　　為豆科植物野葛或甘葛藤的乾燥根。生用，或煨用。野葛多
趁鮮切成厚片或小塊；乾燥；甘葛藤習稱「粉葛」，多除去外皮，用硫黃熏後，稍乾，截段或再縱切
兩半，乾燥。生用，或煨用。體重，質硬，富粉性。　　性味甘、辛，涼。質潤。歸脾、胃經。有發
表解肌、升陽透疹、清熱生津的功效。用於表證發熱，項背強痛。本品甘辛性涼，輕揚升散，具有發
汗解表，解肌退熱之功。外感表證發熱，無論風寒與風熱，均可選用。甘涼，於清熱之中，又能鼓舞
脾胃清陽之氣上升，而有生津止渴之功。其升提之功對於熱泄、熱痢甚佳。　　用量：9～15g。解肌
退熱、透疹、生津宜生用，升陽止瀉宜煨用。　　8、柴胡　　本品為傘形科植物柴胡或狹葉柴胡的
乾燥根。按性狀不同，分別習稱「北柴胡」及「南柴胡。」春、秋二季採挖，除去莖葉及泥沙，乾燥
。性狀，北柴胡 呈圓柱形或長圓錐形直徑。根頭膨大，表面黑褐色或淺棕色，具縱皺紋、支根痕及皮
孔。質硬而韌，不易折斷，氣微香，味微苦。南柴胡 根較細，圓錐形，頂端有多數細毛狀枯葉纖維，
下部多不分枝或稍分枝。表面紅棕色或黑棕色，靠近根頭處多具緊密環紋。質稍軟，易折斷，不顯纖
維性。具敗油氣。　　性味苦，微寒。歸肝、膽經。功能有疏散退熱，舒肝，升陽。用於表證發熱、
寒熱往來及少陽證；本品辛行苦泄，性善條達肝氣，疏肝解鬱，治療胸脅脹痛，月經不調；升陽舉陷
治療氣虛下陷，臟器脫垂。此外，本品還可退熱截瘧，又為治療瘧疾寒熱的常用藥。南柴胡偏於疏理
肝氣，北柴胡重於清熱。　　用量：3～9g。解表退熱宜生用，且用量：宜稍重；疏肝解鬱宜醋炙，升
陽可生用或酒炙，其用量：均宜稍輕。　　柴胡其性升散，古人有「柴胡劫肝陰」之說，陰虛陽亢，
肝風內動，陰虛火旺及氣機上逆者忌用或慎用。　　第二十九日　　第十五章 清熱藥　　一、定義：
凡以清解裏熱、治療裏熱證為主要作用的藥物，稱為清熱藥。　　二、藥性特點：本類藥物藥性寒涼
，沉降入裏。　　三、功效：即內經所謂「熱者寒之」，《神農本草經》所謂「療熱以寒藥。」　　
四、分類及其適應證：根據清熱藥的功效及其主治證的差異，可將其分為五類：　　清熱瀉火藥――
氣分實熱證。　　清熱燥濕藥――濕熱證。　　清熱涼血藥――血分實熱證。　　清熱解毒藥――熱
毒證。　　清虛熱藥―― 虛熱證。　　第一節 清熱瀉火藥　　1、石膏　　本品為硫酸鹽類礦物硬石
膏，主要含水硫酸鈣（CaSO4.2H2O）。全年均可採挖。採挖後，除去泥沙及雜石。本品為纖維狀的
集合體，呈長塊狀、板塊狀或不規則塊狀。白色、灰白色或淡黃色，有的半透明。體重，質軟，縱斷
面具絹絲樣光澤。無臭，味淡。　　性味甘、辛，大寒。歸肺、胃經。生用：清宣降潤肺胃（氣分）
；煅用：涼澀清熱燥濕臨床中多取生石膏以清熱瀉火，除煩止渴，用於溫熱病氣分實熱證的高熱煩渴
，是清瀉肺胃氣分實熱之要藥；清散肺熱治療喘咳證；清瀉胃火治療牙痛、頭痛、消渴證。煆石膏可
以治療潰瘍不斂、濕疹瘙癢、水火燙傷、外傷出血。有斂瘡生肌、收濕、止血等作用。　　煎湯：15
～60g（大劑量150-240g）、打碎先煎；或入丸、散。外用：適量，煆研細末，撒或調敷。　　虛寒證
禁服，脾胃虛弱及血虛、陰虛發熱者慎服。　　2、知母　　本品為百合科植物知母的乾燥根莖。春
、秋二季採挖，除去鬚根及泥土，曬乾，習稱「毛知母」；除去外皮，曬乾稱「知母肉」； 或鹽水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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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於山地、乾燥丘陵或草原地帶。主產河北。本品呈長條狀，微彎曲，略扁，偶有分枝，一端有
淺黃色的莖葉殘痕。質硬，易折斷，斷面黃白色。氣微，味微甜、略苦，嚼之帶粘性。　　性味，苦
、甘，寒。質潤 歸肺、胃、腎經。功效，清熱瀉火（肺腎），生津潤燥。用於熱病煩渴。本品味苦甘
而性寒質潤，苦寒能清熱瀉火除煩，甘寒質潤能生津潤燥止渴；本品主入肺經而長於瀉肺熱、潤肺燥
，用治肺熱燥咳，常配貝母用治療肺熱燥咳；兼入腎經而能滋腎陰、瀉腎火、退骨蒸。與黃柏相須為
用。治療內熱津傷所致的消渴、便秘。　　用量：6～12g。　　3、蘆根　　為禾本科植物蘆葦的新鮮
或乾燥根莖。鮮用，或切後曬乾用。體輕，質堅硬，不易折斷氣微，味微苦而澀。　　本品性寒，味
甘。歸肺、胃經。有清熱生津，除煩，止嘔，利尿之功。用於熱病煩渴，本品性味甘寒，既能清透肺
胃氣分實熱，又能生津止渴除煩。清胃熱而止嘔逆。清肺化痰治療肺熱咳嗽、肺癰吐膿。清熱利尿而
治熱淋澀痛。蘆根為蘆葦的根莖，葦莖為蘆葦的嫩莖。二者出自同一種植物，功效相近。但蘆根長於
生津止渴，葦莖長於清透肺熱，略有側重。藥市中多無葦莖供應，可以蘆根代之。　　用量：乾品15
～30g；鮮品加倍，或搗汁用。　　脾胃虛寒者忌服。　　4、天花粉　　本品為葫蘆科植物栝樓的乾
燥根。秋、冬二季採挖，洗淨，除去外皮，切段或縱剖成瓣，乾燥。此外，雙邊栝樓的品質雖然稍差
，但產量較大，也是主要來源之一。品質以身乾、塊大、筋少、色白、粉足、質堅、細膩者為佳。　
　性味甘、微苦，微寒。歸肺、胃經。功效為清熱生津、消腫排膿。用於熱病煩渴。本品甘寒，既能
清肺胃二經實熱，又能生津止渴；治療肺熱燥咳。本品既能瀉火以清肺熱，又能生津以潤肺燥治療內
熱消渴；本品既能清熱瀉火而解毒，又能消腫排膿以療瘡，未成膿者可使消散，膿已成者可潰瘡排膿
。　　用量：10～15g。　　反烏頭。　　5、梔子　　本品為茜草科植物梔子的乾燥成熟果實。生用
、炒焦或炒炭用。霜降後採摘紅黃色成熟果實，分佈南方各省，主產湖南、江西、四川等省。此外，
江蘇、浙江、安徽、廣西、雲南、貴州、河南等省也產。梔子商品呈卵圓形或橢圓形，表面紅黃色或
棕紅色，具6條翅狀縱棱，棱間有1條明顯的縱脈紋，並有分枝。浙江省加工生產的梔子形圓、個小、
色紅，素有「小紅梔」或「紅梔子」之稱，調供全國及出口。品質以色紅、圓形、飽滿者為佳。　　
梔子為常用中藥。性味，苦，寒。歸心、肝、肺、三焦經。功效，瀉火除煩、清熱利尿、涼血解毒。
用於熱病心煩、黃膽尿赤、血淋澀痛、血熱吐衄、目赤腫痛、火毒瘡瘍；調醋外敷治扭挫傷痛。焦梔
子入血分以涼血止血，用於血熱吐衄、尿血崩漏。梔子瀉熱是使三焦熱邪隨小便屈曲下行而解。　　
用量：6～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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