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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止痛的临床应用与机理探讨

丁元庆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济南  

  桔梗止痛 首见于5神农本草经6 ∀书中谓 桔梗

/主胸胁痛如刀刺0 ∀后世医家用桔梗止痛者颇多

本文试就此作 一探讨 ∀

1  桔梗止痛的临床应用

5本经6桔梗止痛 主要用治胸胁疼痛 而后世将

其应用范围扩大至胸胁脘腹作痛 ∀

111  治胸痛  

胸为心肺所居之地 气血汇聚之所 心主血脉

肺朝百脉 ∀心肺受病 气血受伤 血脉不畅 皆可致

痛 ∀桔梗辛苦平 善行上焦 而 / 能治上焦之胸痛0

5本草崇原6 ∀如 5太平圣惠方6卷第四十三之桔

梗散治/急胸胁虚气所致 胀闷疼痛0 ∀药用桔梗 !鬼

箭羽 !槟榔 !木香 !川大黄 !赤芍 方用桔梗配木香 !槟

榔顺气开结以调气 配鬼箭羽 !大黄 !赤芍以调血 气

血流畅 闷痛可止 ∀ 5圣济总录6治心胸气逆刺痛 不

可仰俯 用陈橘汤 陈橘皮 !木香 !芍药 !当归 !槟榔 !

桔梗 治病由气血凝滞而致的气逆刺痛 方以陈皮配

桔梗 !槟榔 !木香行气 当归 !芍药以行血 ∀又 桔梗

黄芪汤治胸痹痛 方用桔梗 !黄芪 !沉香 !当归 !川芎 !

人参 !甘草 !苏叶以理气活血 调和气血可以止痛 人

参 !黄芪 !当归 !甘草益气补虚 养血活血 诸药合而

≈收稿日期  2 2

≈通讯作者  电话 ∗  ∞2 ≠∏ 2

使行中有补 补中兼疏 宣畅胸中气血 故可用治气

血亏虚 运行不畅之胸膺疼痛 ∀又如5 医林改错6血

府逐瘀汤用桔梗与枳壳 !柴胡为伍以调气 与诸血药

为伍以行血 长于治血府血瘀诸病证 ∀ 5本草纲目6

引张元素语谓桔梗除 /胸膈滞气及痛0 ∀桔梗治胸

痛 功在开宣心肺气血 气病常配苏叶 !苏梗 !沉香 !

枳壳 !槟榔 血瘀常与当归 !川芎 !桃仁 !红花 !牛膝为

伍 气虚则配黄芪 !人参 !茯苓 !炙甘草 ∀

112  治胁痛  

胁肋为肝胆之分野 二脏经脉循行之地 肝之阴

血流行灌溉于此 ∀故肝胆不舒 气血不畅 经脉失荣

则胁肋疼痛 ∀ 5圣济总录6桔梗汤 桔梗 !白术 !赤茯

苓 !桂枝 !细辛 !当归 !吴茱萸 !干地黄 !甘草 /治邪热

客于肝经 气逆烦燥 面青多怒 怒已胁痛0 ∀以桔梗

配细辛 !桂枝开肝郁 吴茱萸苦降逆气 当归 !地黄养

血柔肝 白术 !茯苓 !甘草健脾扶土以抑木 共成疏肝

达郁降逆之功 ∀又如 紫菀丸治两胁连心及肩痛 乍

发乍止 ∀足厥阴肝脉布胁肋 挟胃贯膈 上注肺中 ∀

肝气郁结 气失条达 两胁作痛可连心及肩 其痛乍

发乍止 则是肝气郁结之证 ∀紫菀开肺气以达肝郁

所谓佐金平木 桔梗开肺气 利气机 而治胁痛 木香

以增二药之力 桂枝以泄肝 所谓/木得桂则枯0 李

仁养血柔肝 白术扶土抑木 ∀桔梗利气可以蠲胁痛

亦可除胁肋胀满 如5圣济总录6白术汤 白术 !赤茯

苓 !枳壳 !人参 !桔梗 !桂枝 /治痃气两胁胀满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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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0即是 ∀桔梗治胁痛 常与疏肝达郁药为伍 如

柴胡 !橘皮 !枳壳 !吴茱萸 !细辛 亦应遵循治肝三要

法 即疏肝用 !养肝体 !扶脾土 茯苓 !白术 !人参 !甘

草 ∀

113  治胃痛  

胃痛主病在胃 但与肝脾关系密切 ∀邪气扰之

胃气不降 或正虚失养 胃脘不能润降 皆可发生胃

痛 ∀桔梗治胃痛 长于治疗气血失和 或瘀血内阻之

证 ∀5太平惠民和剂局方6治 / 胃气不和 心腹疼痛

, ,妇人血气刺痛0 ∀方用铁刷汤 香附子 !桔梗 !甘

草 !干姜 !肉桂 !茴香 !良姜 !陈皮 全方桔梗用量独

重 配香附 !陈皮以开郁利气和中 干姜 !肉桂 !茴香 !

高良姜温胃散寒 寒去气血得行 气畅胃脘得降 故

收和胃利气止痛之功 ∀又如5太平圣惠方6沉香散

沉香 !赤芍 !酸石榴皮 !桔梗 !槟榔 !紫雪 !大腹皮 治

种心痛 以沉香 !桔梗 !槟榔 !大腹皮开郁降逆 顺

气导滞 赤芍活血 佐石榴皮使散中寓收 散不伤正 ∀

又 种心痛包括虫积疼痛 方中石榴皮 !槟榔又能

杀虫 也是治疗 种心痛的重要药物 ∀此外 桔梗治

胃痛 亦可用于寒凝气滞证 则须与温里散寒之高良

姜 !干姜 !吴茱萸 !茴香 !草豆蔻 !肉桂 !胡椒以及善治

胃痛的白芷 !砂仁 !香附为伍 ∀

114  治腹痛  

腹中有诸多脏腑 外则为其经脉循行之地 故腹

痛原因颇多 桔梗治腹痛则多用于气机郁滞之候 ∀

如5太平惠民和剂局方6之茴香汤 白芷 !肉桂 !桔梗 !

茴香 !甘草 /疗元脏气虚冷 脐腹胀满 疗刺疼痛 不

思饮食 , ,0 ∀方中桔梗用量倍于诸药之和 取其善

疗疼痛 是为主药 ∀ 5太平圣惠方6桔梗散治心腹痛

胀满 !喘促 !不欲饮食 !四肢少力 !心神虚烦 药用桔

梗 !赤茯苓 !枳壳 !人参 !厚朴 !木香 !赤芍药 !陈皮 !桂

心 !槟榔 ∀心腹痛胀满证属气机不畅 方以桔梗配枳

壳 !厚朴 !木香 !陈皮 !槟榔 !行气开郁以利气机 食少

乏力 虚烦不安 是气虚失养 故配人参 !茯苓以补

虚 ∀又桔梗散治腹胀肠鸣切痛 以桔梗 !厚朴 !草豆

蔻行气化滞除湿 以细辛 !吴茱萸温中散寒 ∀桔梗善

治腹痛胀满 如5千金翼方6卷一治腹痛胀满常用桔

梗 ∀桔梗治腹痛 气滞配香附 !槟榔 !陈皮 !枳壳 !枳

实 !大腹皮 !薤白 寒凝配干姜 !肉桂 !吴茱萸 !胡椒 !

茴香等 ∀

115  治 积结痛

积同类 为腹内结块 常伴疼痛 其病多责之

瘀血痰结为患 气血不通 故积块疼痛 ∀桔梗经配伍

亦可用于 积结痛 如5圣济总录6当归煮散治/诸

结痛 起于胁下 , ,0药用当归 !鳖甲 !桂枝 !木香 !桔

梗 !桃仁 !吴茱萸 柴胡汤治 癖气胀 腹痛 胁肋胀

满 不思食饮 药用柴胡 !赤茯苓 !桔梗 !木通 !芍药 !

鳖甲 !郁李仁 ∀ 5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6大七气汤

三棱 !莪术 !青皮 !陈皮 !木香 !藿香 !益智仁 !桔梗 !

肉桂 !甘草 治 瘕之气滞血瘀证 亦配用桔梗 桔梗

与气药配伍 能开宣气滞 调畅气机 配血药则行气

活血 ∀

2  作用机理探讨

211  开宣气机  

桔梗能/调畅气机0≈ ∀桔梗为肺经气分要药

长于开宣肺气 以调畅气机 肺气畅则一身之气亦随

之畅行 ∀气机郁滞 不通则痛 故用桔梗开宣肺气

便可宣畅气机 气行则痛止 ∀诚如5本草崇原6所说

/桔梗为气分之药 上中下皆可治也0 ∀桔梗开宣气

机 还表现为能宣畅肠胃气机 ∀ 5日华子本草6指出

桔梗/下一切气0 /止心腹胀痛0 ∀ 5伤寒论集注6认

为桔梗/能开胸胁之痹闭而宣通宗气肺气者也0 ∀桔

梗能开宣肺气 和调肠胃气机 从而能调畅一身之

气 故可治疗气滞不通之痛证 ∀

212  行气活血  

疼痛之由有虚实之分 实证责之邪扰 以致气血

不通 经脉痹窒 ∀ 5本经6桔梗能主/胸胁痛如刀刺0

痛如刀刺 显属瘀血阻滞 主以桔梗 说明桔梗确有

治血之功 ∀分析其用 大致有二 一是桔梗长于调

气 而气为血帅 气行血行 气滞血瘀 治瘀治血 必

当调气 行气有助血行 二是桔梗本身就有活血之

力 这是5本经6桔梗治/痛如刀刺0的药效之所在 ∀

药理研究证实 麻醉犬动脉内注射桔梗皂苷 ∗

Λ 能显著降低后肢血管和冠状动脉的阻力 增

加其血流 其扩张血管作用优于罂粟碱≈ ∀因此

临床常将桔梗配伍应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方剂

之中 而且每收良效 ∀

213  调气安神  

桔梗止痛功效的发挥 还与本品所具有的/定惊

安神0作用有关 ∀疼痛可以导致精神紧张 情绪不

宁 甚至睡眠障碍 而精神情绪异常 又可加重或诱

发疼痛 因此 安神镇静是治疗疼痛常用的方法 ∀

5本经6桔梗主/惊恐悸气0 后世医家用桔梗/安神定

惊0者颇多 ∀现代药理研究 也证实桔梗有镇静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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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用 5中药药理与应用6载/粗桔梗皂苷具有镇

静 !镇痛和解热作用 能抑制小鼠自发性活动 延长

环己巴比妥的睡眠时间0≈ ∀

以上说明 无论从中药药性理论 还是现代药理

实验都证实桔梗所具有的止痛作用机理是多方面

的 临床用桔梗止痛确实行之有效 其机理尚待进一

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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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味/和中0作用质疑

韩俊生
河南省安阳卫生学校 河南 安阳  

  药物性能的认识和定论 是前人在长期的医疗

实践中对众多药物的各种性质及医疗作用了解 !认

识与不断深化的基础上 进而加以概括和总结出来

的 ∀它对认识药物的共性与个性 正确指导临床用

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 对于药物性味与功

能之间的关系 只有确立准确 才能正确指导用药实

践 否则就会引起误导而贻误病情 ∀多年的医教实

践发现 甘味/和中0的药性理论 不符合临床用药的

客观规律 特提出质疑 ∀

1  甘味/和中0理论的提出

最早提出甘味/和中0理论的 作者没有加以考

证 但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5中药学6书中 还是可以

经常看到的 ∀如上海市大学教材5中草药学6在中草

药的性能一章甘味条下载 甘 有滋补 !和中或缓急

的作用 ∀一般滋补性的药物及调和药性的药物 大

多数有甘味≈ ∀又如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

5中药学6在中药的性能甘味条下载有 甘 有补益 !

和中 !缓急等作用 ∀一般用于治疗虚证的滋补强壮

药 如党参 !熟地 缓和拘急疼痛 !调和药性的药物

如饴糖 !甘草等皆有甘味≈ ∀再如全国中等学校试

用教材5中药学6在中药的性能一章甘味条下也载

甘味 有补益 !和中 !缓急等功效 常用于虚证 !胃不

和 !拘急疼痛等 如党参 !熟地 !甘草等甘味药≈ ∀

从上述引文≈ 仅是提出了甘味有/和中0的作用

并没有提出其对应的治证 ∀而引文≈ 不但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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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味有/和中0的作用 同时也针对其/和中0作用 提

出了治/胃不和0的理论 ∀

2  甘味/和中0的问题所在

甘味除了具有补益作用外 还具有/能和0 !/能

缓0的作用 但/能和0并不是/和中0 把/能和0误认

为/和中0而沿袭 显然是误导 现简析如下 ∀

2 1  甘味/和0的作用本质

5现代汉语词典6对/和0有多种解释 其中符合

中药甘味本义的应为/和缓0 ∀就/和缓0的解释 ≠

指平和 其中有一条指药性平和 使和缓≈ ∀可

见 中药甘味的/和0与/缓0原本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

缓和拘急 !缓和药性 如 甘草 !大枣的甘味 除其补

益作用外 还有缓和药性的作用 芍药 !饴糖的甘味

除其补益作用外 还有缓和拘急疼痛的作用 ∀这就

是甘味/和0的作用本质 ∀

2 2  甘味的/和0与/和中0治/胃不和0完全不同

我们先分析一下/和中0与治/胃不和0 ∀ 5简明

中医辞典6将/和中0与/和胃0列为一条 在其/和胃0

条下载 和胃又称和中 是治疗胃气不和的方法 ∀胃

气不和表现为胃脘胀闷 嗳气吐酸 厌食 舌淡苔白

等证候 用陈皮 !姜半夏 !木香 !砂仁等药≈ ∀可见

/和中0的本义是调和中焦气机的升降失常 从而达

到治/胃不和0的效果 ∀ 5中药学6中涉及到的甘味

药 除了利用甘味的补脾益气作用治疗脾胃气虚证

外 并没有哪种甘味药是通过其调畅中焦气机的作

用来治疗胃气不和的 ∀因此 甘味/和中0与治/胃不

和0的药性理论与其/能和0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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