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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难病奇方系列丛书》之一。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理论研究部分，着重介绍了参苓白术散方的组成、用法、功效、适应证
、组方原理及特点、历代医家评述等问题；中篇为临床研究部分，按系统及病种重点介绍了研究者对
参苓白术散方的临床观察，同时收集了大量临床医家的临证医案与经验总结；下篇实验研究部分着重
论述了参苓白术散方的制剂工艺以及药理研究等内容。
适用于临床中医医师、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师、中医药科研工作者、中医药院校学生及中医药爱好者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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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理论研究　　第一章　参苓白术散方　　参苓白术散出自宋代官方颁布的《太惠民和剂局
方》（简称《和剂局方》），是一首药物性味平和、温而不燥、补而不腻的临床常用方剂。
因其组方严谨、配方精当，受到医家们的重视，沿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疾患。
近代根据异病同治的原则，亦将本方广泛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科及其他疑难杂症，临床只要辨
证准确，应用得当，常可获得满意疗效。
　　第一节　参苓白术散方名释义　　本方名为“参苓白术散”，参，指人参；苓，指茯苓；本方具
有益气健脾、渗湿止泻之功。
方以人参（去芦）、白茯苓、白术益气健脾渗湿为君；配伍山药、莲子肉（去皮）助人参以健脾益气
，兼能止泻；白扁豆（姜汁浸，去皮，微炒）、薏苡仁助白术、茯苓以健脾渗湿；佐砂仁醒脾和胃，
桔梗（炒令深黄）宣肺利气，以益肺气，甘草（炒）调和诸药。
可以看出全方人参、茯苓、白术起主要作用，以此三味药做为本方的方名，既贴切又简单明了。
　　第二节　参苓白术散立法依据　　盖人之一身，以胃气为本，胃气旺，则五脏受荫；五脏伤，则
百病丛生。
　　《成方便读》载：“补气者，当求之脾肺。
”指出《和剂局方》创立本方的原因和指导思想。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病则百病丛生。
《内经》云：“饮人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
布，五经并行。
”脾脏的生理功能是输送水谷精微和代谢水湿。
若脾气旺盛，则水液精微输布全身；反之脾气虚弱，则会造成湿浊停滞，津气不能输布的状况，而引
起各种疾病。
张路玉说：“无论寒热补泻，先培中土，使药气四达，则周身之机运流通，水谷之精敷布，何患其药
之不效哉。
”故本方以四君子汤补气健脾，促中州运化，资生气血。
　　肺主气，《素问·五藏生成篇》说：“诸气者，皆属于肺。
”肺为五藏中与气关系最密切的内脏。
并且人体水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也依赖于肺的疏通和调节。
即“肺为水之上源”。
故本方以桔梗配入方中，桔梗为手太阴肺经引经药，如舟楫载药上行，达于上焦以益肺，即培土生金
之意。
　　总之，本方重点界限在于“虚”和“湿”。
治法立方自然也不离其二。
是以从脾肺入手，以益气健脾渗湿为重。
这就是本方的立法依据。
　　第三节　参苓白甫散的组成与方义分新　　参苓白术散方由莲子肉、薏苡仁、缩砂仁、桔梗、白
扁豆（姜汁浸）、白茯苓、人参、甘草（炒）、白术、山药组成。
　　本方治证由脾虚夹湿所致。
脾胃虚弱，则运化失职，湿自内生，气机不畅，故饮食不化，胸脘痞闷，肠鸣泄泻。
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不足，肢体失于濡养，故四肢无力，形体消瘦，面色萎黄。
治宜补益脾胃，兼以渗湿为法。
方中以人参、白术、茯苓益气健脾渗湿为君。
配伍山药、莲子肉助人参以健脾益气，兼能止泻；白扁豆、薏苡仁助白术、茯苓以健脾渗湿，均为臣
药。
佐以砂仁醒脾和胃，行气化滞；桔梗宣肺利气，以通调水道，又载药上行，以益肺气。
而脾为肺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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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一虚，肺气先绝。
在补脾的基础上，升清益肺，培土生金，使肺气得充，水精四布，则一身之气旺矣。
炒甘草健脾和中，调和诸药，为使。
诸药合用，补其中气，渗其湿浊，行其气滞，恢复脾胃受纳与健运之职，则诸症自除。
　　综观全方，补中有行，行中有止，升降并用，补而不滞，行而不泄，温而不燥，药力平和，是一
首补气健脾，和胃渗湿，兼可益肺之良方。
其配伍特点有二：一为本方是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加山药、莲子、白扁豆、薏苡仁、砂仁、桔梗而成
，故是以四君子补气为主，兼有和胃渗湿之功。
二是本方在益气健脾的同时，用桔梗宣肺利气，又载药上行，以益肺气，可用治肺损虚劳诸证，有培
土生金之功。
　　第四节　参苓白术散功用与适应证　　一、参苓白术散各组成中药功效与主治分析　　参苓白术
散由人参、茯苓、白术、莲子肉、薏苡仁、缩砂仁、桔梗、白扁豆、山药、炒甘草十味药组成。
　　（一）人参　　味甘、微苦，微温。
归心、肺、脾经。
功能：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安神。
本品大补元气，为补气要药，用于气虚欲脱，脉微欲绝的危重证候，无论因于大失血、大吐泻或久病
、大病所致者，单用人参大量煎服，即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之效，如独参汤。
人参主人肺、脾二经，能补益肺气，用于肺气虚弱的短气喘促，懒言声微，脉虚自汗等证。
又可补脾益气，用于脾气不足的倦怠乏力，食少便溏等证。
人参味甘，有益气生津之效，可用于热病气津两伤，身热口渴及消渴等证。
此外，本品有补气安神益智之效，故可用于气血亏虚的心悸，失眠，健忘等。
　　《神农本草经》：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　　明目，开心益智。
　　《珍珠囊》：治肺胃阳气不足，肺气虚促，短气，少气，补中，缓中，止渴生津液。
　　《本草纲目》：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吐血，下血，嗽血，血淋，血崩，胎前
产后诸病，　　《本草正》：阴虚而火不盛者，自当用参为君，阴虚而火稍盛者，但可用参为佐；若
阴虚而火大盛者，则诚有暂忌人参，而惟用纯甘壮水之剂。
　　《神农本草经》：味甘小寒。
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新修本草》：味甘，微寒，微温，无毒。
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
久服轻身延年。
　　《本草备要》：[批]大补元气，泻火。
生，甘苦微凉；熟，甘温。
大补肺中元气，泻火，益土，生金。
明目，开心益智，添精神，定惊悸，除烦渴，通血脉，消痰水。
治虚劳内伤，发热自汗，多梦纷纭，呕哕反胃，虚咳喘促，疟痢滑泻，淋沥胀满，中风，中暑及一切
血证。
　　《用药法象》：人参甘温，能补肺中元气。
肺气旺则四脏之气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肺主诸气故也。
　　《本草经疏》：人参能回阳气于垂绝，却虚邪于俄顷。
其主治也，则补五脏。
盖脏虽有五，以言乎生气之流通则一也，益真气，则五脏皆补矣。
邪气之所以久留而不去者，无他，真气虚则不能敌，故留恋而不解，兹得补而真气充实，则邪不能容
。
　　《海药本草》：主腰腹，消食，益气，安神，止呕逆，平脉，下痰，止烦燥，变酸水。
　　《日华子》：杀金石药毒，调中治气，消食开胃，食之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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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启源》：治脾肺阳气不足及肺气喘促，短气少气，补中缓中，泻肺脾胃中火邪。
　　（二）白术　　味苦、甘、温。
归脾、胃经。
功能补气健脾，燥湿利水，止汗，安胎。
本品既可补气健脾，又能燥湿利水，故可用于脾胃气虚，运化无力，食少便溏，脘腹胀满，肢软神疲
等证。
亦可用于脾虚水停的痰饮，水肿，小便不利等证。
此外，本品能补脾益气，固表止汗，可用于脾虚气弱，肌表不固的汗多证。
再者，亦能治疗脾虚气弱的胎动不安。
　　《神农本草经》：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消食。
　　《本草汇言》：白术，乃扶植脾胃，散湿除痹，消食除痞之要药。
脾虚不健，术能补之；胃虚不纳，术能助之。
　　《本草备要》：苦燥湿，甘补脾，温和中。
在血补血，在气补气，无汗能发，有汗能止。
燥湿则能利小便，生津液，止泄泻，消痰水肿满，黄疸湿痹；补脾则能进饮食，祛劳倦，止肌热；和
中则能已呕吐，定痛安胎。
　　《珍珠囊》：除湿益气，补中补阳，消痰逐水，生津止渴，止泻痢，消足胫湿肿，⋯⋯得枳实消
痞满，佐黄芩安胎清热。
　　《本草汇编》：脾恶湿，湿盛则气不得宣化，津由何生？
故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焉，用白术以除其湿，则气得周流而津液生矣。
　　《本经逢源》：白术，生用有除湿益燥，消痰利水，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散腰脐间血及冲脉
为病、逆气里急之功。
制熟则有和中补气、止渴生津、止汗除热、进饮食、安胎之效。
　　《新修本草》：利小便，及用苦酒渍之，极效。
　　《日华子》：治一切风疾、五劳七伤、冷气腹胀。
补腰腠。
消痰，治水气，利小便。
止反胃呕逆，及筋骨软弱、山岚瘴气，除烦长肌。
　　《医学启源》：除湿益燥，和中益气。
其用有九：温中一也；去脾胃中湿二也；除胃热三也；强脾胃，进饮食四也；和胃，生津液五也；主
肌热六也；治四肢困倦，目不欲开，怠惰嗜卧，不思饮食七也；止渴八也；安胎九也。
　　《药类法象》：去诸经之湿，理胃。
　　《汤液本草》：治皮间风，止汗消痞，补胃和中，利腰脐间血，通水道，上而皮毛，中而心胃，
下而利脐，在气主气，在血主血。
　　《本草衍义补遗》：除湿之功为胜。
又有汗则止，无汗则发。
味亦有辛，能消虚痰。
　　《名医别录》：主大风在身面，风眩头痛，目泪出，消痰水，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及
霍乱吐下不止，利腰脐间血，益津液，暖胃，消谷嗜食。
　　《药性论》：主大风顽痹，多年气痢，心腹胀痛，破消宿食，开胃，去痰涎，除寒热，止下泄，
主面光悦，驻颜去鼾，治水肿胀满，止呕逆，腹内冷痛，吐泻不住，及胃气虚冷痢。
　　（三）茯苓　　味甘、淡，平。
归心、脾、肾经。
功能利水渗湿，健脾安神。
本品甘补淡渗，性平，作用和缓，无寒热之偏，故可用治寒热虚实各种水肿。
且能健脾补中，故用于脾虚诸证。
此外，茯苓益心脾而宁心安神，可治疗心悸，失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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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本草经》：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
便。
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
　　《本草衍义》：此物行水之功多，益心脾不可阙也。
　　《本草纲目》：后人治心悸必用茯神，故洁古张氏于风眩心虚，非茯神不能除，然茯苓未尝不治
心病也。
　　《本草备要》：甘温益脾助阳，淡渗利窍除湿。
色白人肺泻热，而下通膀胱。
宁心益气，调营理卫，定魄安魂。
　　《药品化义》：茯苓最为利水除湿要药，书曰健脾，即水去而脾自健之谓也。
　　《世补斋医书》：茯苓一味，为治痰主药。
痰之本，水也，茯苓可以行水；痰之动，湿也，茯苓又可以行湿。
　　《滇南本草》：健脾胃，强筋骨，去风湿，利关节。
杨梅疮，服之最良。
　　《医学入门·本草》：善治久病杨梅痈漏及曾误服轻粉肢体废坏、筋骨疼痛者，能收其毒而祛其
风，补其虚。
寻常老弱亦可服之，健筋骨。
　　《名医别录》：止消渴，好睡，大腹，淋沥，膈中痰水，水肿淋结。
开胸腑，调脏气，伐肾邪，长阴，益气力，保神守中。
　　《药性论》：开胃，止呕逆，善安心神。
主肺痿痰壅。
治小儿惊痫，心腹胀满，妇人热淋。
　　《日华子本草》：补五劳七伤，安胎，暖腰膝，开心益智，止健忘。
　　《医学启源》：除湿，利腰脐间血，和中益气为主。
治溺黄或赤而不利。
　　（四）莲子肉　　味甘、涩，性平。
归脾、肾、心经。
功能益肾固精，补脾止泻，止带，养心。
本品有益肾固精作用，故常用于肾虚遗精，遗尿。
莲子既可补益脾气，又可涩肠止泻，用于治疗脾虚食少的久泻。
本品能养心益肾，交通心肾。
故用于治疗虚烦、心悸、失眠等。
此外，莲子又有固涩止带之功，亦可用于带下病。
　　《本草纲目》：交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止脾泄久痢，赤白浊，女人带
下崩中诸血病。
　　《本草备要》：甘温而涩，脾之果也。
脾者黄官，故能交水火而媾心肾，安静上下君相火邪。
益十二经脉血气，涩精气，厚肠胃，除寒热。
　　《神农本草经》：主补中，养神，益气力。
久服轻身耐老，不饥延年。
　　《食疗本草》：主五脏不足，伤中气绝，益十二经脉血气。
　　《日华子本草》：益气，止渴，助心，止痢。
治腰痛，泄精，安心，多食令人喜。
　　《本草纲目》：交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除寒湿，止脾泄久痢，赤
白浊，女人带下崩中诸血病。
　　《明医指掌》：健脾理胃，止泻涩精，消水谷，除惊悸，实肌肤。
　　《遵生八笺》：能补中益气，壮心神，消水谷，除惊悸，实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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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息居饮食谱》：鲜者，清心养胃，治噤口痢，生熟皆宜；干者，可生可熟，安神补气，镇逆
止呕，固下焦，已崩带、遗精，厚肠胃，愈二便不禁。
　　《日用本草》：止烦渴，治泻痢，止白浊。
　　《随息居饮食谱》：镇逆止呕，固下焦，愈二便不禁。
　　（五）砂仁　　味辛，性温。
归脾、胃经。
功能化湿行气，温中止呕止泻，安胎。
本品化湿醒脾，行气温中均佳，故用于湿困脾土及脾胃气滞证，尤寒湿气滞者多宜。
砂仁化湿行气而调中止呕，温脾止泻，可治疗脾胃虚寒之吐泻证。
此外，本品行气和中而止呕安胎，故能治疗气滞妊娠恶阻及胎动不安等证。
　　《药性论》：主冷气腹痛，止休息气痢，劳损。
消化水谷，温暖脾胃。
　　《开宝本草》：治虚劳冷痢，缩食不消，赤白泻痢，腹中虚痛，下气。
　　《本草备要》：辛温香窜。
补肺益肾，和胃醒脾，快气调中，通行结滞。
治腹痛痞胀，噎膈呕吐，上气咳嗽，赤白泻痢，霍乱转筋，奔豚崩带。
祛痰逐冷，消食醒酒，止痛安胎。
　　《本草拾遗》：主上气咳嗽，奔豚，惊痫邪气。
　　《医学起源》：治脾胃气结滞不散。
　　张元素：治脾胃气结滞不散。
　　杨士瀛：和中，行气，止痛，安胎。
　　《本草蒙筌》：止恶心，却腹痛。
　　《本草纲目》：补肺醒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滞气，散寒饮胀痞，噎膈呕吐，止女子崩中，
除咽喉口齿浮热，化铜铁骨哽。
　　《医林纂要》：润肾，补肝，补命门，和脾胃，开郁结。
　　《日华子本草》：治一切气，霍乱转筋，心腹痛。
　　《明医指掌》：通经破滞。
　　《痧胀玉衡》：顺气开郁，散痧。
　　《药性通考》：祛痰逐冷，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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