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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方面阐述二陈汤。
上篇理论研究，主要讲述二陈汤的来源、组成、用法以及历代医家对二陈汤的认识、二陈汤的衍化方
等。
中篇临床研究，详细讲述了各科疾病和疑难病应用二陈汤、二陈汤衍化方的临床经验和病案。
下篇实验研究，讲述二陈汤中单味中药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并叙述了二陈汤全方的药理作用等。
全书内容翔实，实用性强，适合广大临床中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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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二陈汤的来源　　二陈汤出自宋代陈师文所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系由唐代《千金方》温胆汤蜕变而来，方由半夏、橘红、白茯苓、甘草组成，即温胆汤去竹茹、枳
实、大枣。
方中半夏、橘红以陈久者良，故以“二陈”名之。
原书载其主治“痰饮为患，或呕吐恶心，或头眩心悸，或中脘不快，或发为寒热，或因食生冷而脾胃
不和”。
本方既是治疗痰湿的主要方剂，又是调理中焦之圣剂，具有燥湿化痰、理气和中之功。
　　中医认为，痰之本为湿，湿聚而停留则为水，湿不能气化则为饮，饮似痰而稀，可因气化不利而
停滞，湿受气火之灼，可被煎灼变稠而为痰。
所以前人说“稀者为饮，稠者为痰，水湿为其本也。
”痰可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变证百出，如痰在肺则咳嗽，在胃则呕逆，在头则眩晕，在心则悸怔，
在背则冷，在胁则胀，在四肢则肢节沉痛而类似痛风证，等等。
　　凡因痰引起的多种疾病，用本方加减，均有一定的效果。
　　第二节二陈汤的组成及用法　　1．组成　　半夏（汤洗七次）、橘红（陈皮）各五两，白茯苓
三两，甘草（炙）一两半。
　　2．用法　　每服四钱，用水一盏，生姜七片，乌梅一个，同煎六分，去滓热服，不拘时候。
　　3．功效　　燥湿化痰，理气和中。
　　4．传统应用　　湿痰咳嗽，痰多色白易咯，胸膈痞闷，恶心呕吐，肢体困倦，或头眩心悸，舌
苔白润，脉滑。
　　5．现代应用　　急、慢性支气管炎，急、慢性胃炎，梅尼埃病，妊娠恶阻，神经性呕吐，甲状
腺肿，闭经，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症，癫痫等等。
　　6．加减运用　　本方随证加减，广泛应用于各种痰证，《医方集解》曾说：“治痰通用二陈”
。
风痰加南星、白附片、竹沥；寒痰加半夏、姜汁；火痰加石膏、青黛；湿痰加苍术、白术；燥痰加瓜
蒌、杏仁；食痰加山楂、神曲；老痰加枳实、海浮石、芒硝；气痰加香附、枳壳；痰在皮里膜外加白
芥子；四肢痰加竹沥。
亦可根据临床不同症状加减。
如咳声重浊，痰多气喘因痰阻气逆所为者，加厚朴、杏仁；痰色转黄时，需以寒凉之品葶苈子易白芥
子；阳虚阴盛，湿从寒化，脾失健运，症见久咳气喘，胸胁满闷加桂枝、白术；寒饮内停，症见咳逆
倚息不得卧，咳嗽痰稀，喜唾，舌苔白滑，脉弦迟，加细辛、干姜、五味子；若痰热内郁或胆虚痰热
上扰，症见虚烦不眠、胸闷、咳嗽、口苦、惊悸、呕涎等，宜加竹茹、枳实；若痰饮留积不散，胸膈
痞塞，胸胁胀满，喘急痰嗽，涕唾黏稠，头目眩晕，甚则发生痰厥，舌苔黄腻，脉滑，宜加天南星、
枳实；若因痰热互结于肺出现咳嗽痰黄，黏稠难咯，舌质红，脉弦滑数等痰热壅肺证时，宜加人瓜萎
、黄芩、天南星、枳实、杏仁等；若因肺肾阴虚或阴血不足，脾湿生痰或水泛为痰，痰带咸味，咳嗽
气急，喘逆多痰，宜加当归、熟地黄，等等。
总之，临床应用，当灵活掌握。
　　7．方解　　本方为治一切痰湿之基础方。
主治痰湿所致之咳嗽痰多、恶心呕逆、脘腹胀满、食欲不振、头眩心悸、舌苔厚腻、脉滑等症。
痰湿之症，多由脾肺功能失调所致。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脾失健运，则停湿生痰，湿痰犯肺，致令咳嗽痰多。
湿浊内盛，阻碍清阳，令胃气失和，而见头眩心悸，恶心呕吐。
治宜燥湿化痰，理气和中为法。
方中以半夏为君药，其辛温而燥之性，燥湿化痰，降逆和胃。
其用有三：一者辛燥而蠲湿痰；二者降逆以止呕恶；三者散结以消痞满。
痰之生，因水湿之不运；液之聚，因气机之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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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陈皮为臣　　药，辛苦而温，燥湿祛痰，并善理气健脾，使气顺痰消，脾运得健，痰湿得除。
其与半夏相配，共祛湿痰，调畅气机，使胃气得和，清阳得升，眩悸得止。
湿痰之生，多缘于中州失运，故佐以茯苓健脾渗湿，俾湿去脾旺，痰无由生。
其与陈皮相伍，则脾湿得化，脾气得畅，运化有权，共杜生痰之源，而助君药祛痰之功。
煎加生姜者，以其降逆化饮，既能制半夏之毒，又能助半夏、陈皮行气消痰，和胃止呕。
复用少许乌梅收敛肺气，其意有三：一者，其性味酸涩“人肺则收”（录自《本草纲目求真》卷2）
，以敛肺气，与半夏、生姜为伍，寓收于散，相反相成，使痰祛而正不伤，邪气去而正气复；二者，
有欲劫之而先聚之之意，即李时珍所谓“涌痰”之功；三者，乌梅亦“去痰”（陈藏器）、“止久嗽
”（录自《本草纲目》卷29）。
以甘草为使药，既助茯苓健脾和中，使脾脏健运则湿化痰消，又调和诸药而兼润肺。
药仅4味，配伍严谨，标本兼顾，共奏燥湿化痰、理气和中之效，为化湿祛痰的通用方剂。
　　第二章　历代医家对二陈汤的认识　　明·吴昆：湿痰者，痰之原生于湿也。
水饮入胃，无非湿化，脾弱不能克制，停于膈间，中下二焦之气熏蒸稠黏，稀则日饮，稠则曰痰，痰
生于湿，故日湿痰也。
是方也，半夏辛热能燥湿，茯苓甘淡能渗湿，湿去则痰无由以生，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陈皮辛温能
利气，甘草甘平能益脾，益脾则土足以制湿，利气则痰无能留滞，益脾治其本，利气治其标也。
又曰：有痰而渴，半夏非宜，宜去半夏之燥，而易贝母、瓜萎之润。
余曰：尤有诀焉，渴而喜饮水者，宜易之；渴而不能饮水者，虽渴犹宜半夏也。
此湿为本，热为标，故见口渴，所谓湿极而兼胜己之化，实非真象也，唯明者知之。
气弱加人参、白术，名六君子汤。
（《医方考》）　　清·李中梓：肥人多湿，湿夹热而生痰，火载气而逆上。
半夏之辛，利二便而去湿；陈皮之辛，通三焦而理气；茯苓佐半夏，共成燥湿之功；甘草佐陈皮，同
致调和之力。
成无己曰：半夏行水气而润肾燥，《经》日辛以润之是也。
行水则土自燥，非半夏之性燥也。
或日有痰而渴宜去半夏，代以贝母⋯⋯湿热生痰，故朱震亨主之加枳实、砂仁，名枳实二陈汤，其性
较急也。
二陈为治痰之妙剂，其于上下左右无所不宜。
（《古今名医方论》卷1）　　清·汪昂：此足太阴，阳明药也。
半夏辛温，体滑性燥，行水利痰为君；痰因气滞，气顺则痰降，故以橘红利气；痰由湿生，湿去则痰
消，故以茯苓渗湿为臣；中不和则痰涎聚，又以甘草和中补土为佐也。
（《医方集解》）　　清·王子接：二陈汤，古之祖方也。
汪切庵谓其专走脾胃二经，豁痰去湿。
余细绎之，其功在利三焦之窍，通经隧之壅，而痰饮自化，非劫痰也。
观《内经》有“饮”字而无“痰”字，两汉以前谓之淡饮，至仲景始分痰饮，义可知矣。
因其通利无形之气，古人警戒橘皮、半夏必以陈者为良，恐燥散之性，能伤正气耳，故汤即以“二陈
”名。
若云劫痰，正当以大辛大散开辟浊阴，何反惧其太过耶？
再使以甘草缓而行之，益见其不欲伤气之意。
（《绛雪园古方选注》）　　清·陈念祖：此方为痰饮之通剂也。
痰之本，水也，茯苓制水以治其本；痰之动，湿也，茯苓渗湿以镇其动。
方中只此一味，是治痰正药。
其余半夏降逆，陈皮顺气，甘草调中，皆取之以为茯苓之佐使耳。
故仲景书凡痰多者俱加茯苓，呕者俱加半夏，古圣不易之法也。
今人不究古训，以半夏为祛痰之专品，仿稀涎散之法，制以明矾，致降逆之品反为涌吐，堪发一叹！
以此方为三阳解表之剂，服之留邪生热，至死不悟。
余于真方桂枝汤下已详言之，兹不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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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方歌括》）　　清·费伯雄：痰之为病最烈，痰之为病亦最多。
积湿与郁火二者为生痰之大源。
其余或因风，或因寒，或因气，或因食，变怪百出，随感而生，难可枚举。
治痰大法，湿则宜燥，火则宜清，风则宜散，寒则宜温，气则宜顺，食则宜消。
二陈汤为治痰之主药，以其有化痰理气、运脾和胃之功也。
学者随症加减，因病而施，则用之不穷矣。
（《医方考》）　　清·张秉成：夫痰之为病，先当辨其燥、湿两途。
燥痰者，由于火灼肺金，津液被灼为痰，其咳则痰少而难出，治之宜用润降清金；湿痰者，由于湿困
脾阳，水饮积而成痰，其嗽则痰多而易出，治之又当燥湿崇土，如此方者是也。
半夏辛温，体滑性燥，行水利痰，为治湿痰之本药，故以为君。
痰因气滞，故以陈皮理气而行滞；痰因湿生，用茯苓渗湿导下，二物为臣。
湿痰之生，由于脾不和，故以甘草和中补土，为佐也。
（《成方便读》）　　清’张石顽：按此方本《内经》半夏汤，及《金匮》小半夏汤。
小半夏加茯苓汤等方而立。
加甘草安胃，橘皮行气，乌梅收津，生姜豁痰。
乃理脾胃、治痰湿之专剂也。
（《张氏医通》）　　清‘唐容川：此方为去除痰饮之通剂。
痰之本为水，茯苓治水，以治其本；痰之动，湿也，茯苓渗湿以镇其动。
其余半夏降逆，陈皮顺气，甘草调中，皆取之以为茯苓之佐使耳。
故仲景书，凡痰多者，俱加茯苓；呕者，俱加半夏。
今人不穷古训，以半夏为去痰专品，不知半夏非不去痰，而辛滑之气最甚，究属降气之主，故用药，
不可失其真面也。
（《血证论》）　　近代医学家谢观：此方以半夏和胃，陈皮理气，茯苓佐半夏以燥湿，甘草佐陈皮
调和之，乌梅收津，生姜豁痰，上下左右，无所不宜，洵理脾胃、治湿痰之妙剂。
然只能治实痰之标，不能治虚痰之本。
吐血、消渴、妊娠忌用。
（《中国医学大辞典》）　　第三章　二陈汤的衍化方　　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二陈汤以来，
经后世医家长期临床实践的摸索，以本方为基础，创立了很多新方，形成了二陈汤类方，具代表性的
就有12首之多。
依其源流关系的先后分述如下：　　二陈汤（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半夏、橘红各五两，白茯
苓三两，甘草（炙）一两半，生姜七片，乌梅一个。
　　参苏饮（宋·《和剂局方》）：二陈汤加人参、紫苏、大枣、桔梗、葛根、前胡、枳壳、木香。
主治外感风寒，内有痰饮，畏寒发热，头痛鼻塞，恶心呕吐，胸闷咳嗽，咳痰不爽，舌苔白滑，脉弱
。
　　苏子降气汤（宋·《和剂局方》）：二陈汤减茯苓，加炒苏子、姜厚朴、肉桂、前胡、当归。
主治痰涎壅盛，咳嗽短气，胸膈满闷，咽喉不利等症。
　　藿香正气散（宋·《和剂局方》）：二陈汤加藿香、紫苏、白芷、大腹皮、炒白术、姜厚朴、桔
梗。
主治外感风寒，内有湿滞，寒热头痛，胸膈满闷，脘腹疼痛，恶心呕吐，肠鸣泄泻等症。
　　涤痰汤（宋·《济生方》）：二陈汤加枳实、南星、竹茹、大枣、人参、菖蒲。
主治中风，痰迷心窍，舌强失语。
　　导痰汤（宋·《济生方》）：二陈汤加南星、枳实。
主治痰厥、眩晕，胸胁胀满，吐逆喘嗽，食欲不振等。
　　不换金正气散（宋·《和剂局方》）：半夏、橘红、炒甘草、生姜、大枣、藿香、姜厚朴、苍术
。
主治伤寒，瘴疫，霍乱吐泻及胃肠炎等。
　　丁香柿蒂散（宋·《济生方》）：二陈汤配伍丁香、柿蒂、高良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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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
主治胃寒呃逆。
　　七气汤（宋·《三因方》）：二陈汤减甘草，加厚朴、紫苏、桂心、白芍、人参。
主治头昏咳嗽，胸腹冷痛，肠鸣泄泻。
　　竹茹汤（宋·《本事方》）：二陈汤减茯苓，加竹茹、山栀、大枣、枇杷叶。
主治胃热呕吐。
　　半夏白术天麻汤（金·《脾胃论》）：二陈汤加苍白术、天麻、黄柏、干姜、黄芪、人参、泽泻
、神曲、麦芽。
功用补脾化痰，祛风燥湿。
主治太阴痰厥，头痛眩晕，虚风内作。
　　顺气消食化痰丸（元·《瑞竹堂经验方》）：由制半夏、橘红、胆南星、青皮、莱菔子、炒苏子
、炒山楂、炒麦芽、炒神曲、葛根、杏仁、制香附、姜汁组成。
功能化痰，顺气，消食。
主治咳嗽痰多，胸膈痞闷，纳谷减退者。
　　加味二陈汤（元·《丹溪心法》）：二陈汤去乌梅，加砂仁、丁香组成。
功能化痰理气，降逆止呕。
主治停痰结气而呕。
　　保和丸（元·《丹溪心法》）：二陈汤减甘草，加连翘、山楂、莱菔子。
主治食积停滞，胸脘痞满，腹胀腹痛，嗳腐吞酸，恶食，或大便泄泻，食疟下痢，脉滑，舌苔厚腻而
黄。
用于消化不良。
　　大安丸（元·《丹溪心法》）：保和丸加白术。
宜于小儿消化不良。
　　枳砂二陈汤（元·《丹溪心法》）：二陈汤加枳实、砂仁。
东南方人多湿热生痰，朱丹溪倡用此方治之。
　　开郁二陈汤（明·《万氏女科》）：二陈汤去乌梅，加苍术、香附、川芎、青皮、莪术、槟榔、
木香组成。
功能行气解郁，燥湿化痰。
主治肝郁气滞、痰湿内阻的经闭。
　　清郁二陈汤（明·《万病回春》）：二陈汤去乌梅，加苍术、川芎、香附、神曲、白芍、枳壳、
黄连、栀子组成。
功能清热化痰，理气和胃。
主治膈有痰热，吞酸嘈杂，脉数而洪。
　　六安煎（明·《景岳全书》）：二陈汤去乌梅，加杏仁、白芥子组成。
功能燥湿化痰，降气平喘。
主治风寒咳嗽，痰滞气逆等症。
　　二母二陈汤（明·《症因脉治》）：二陈汤去生姜、乌梅，加知母、贝母组成。
功能清热润燥，化痰止咳。
主治燥咳发热唇焦，烦渴引饮，喘咳短息，时作时止，吐咳难出。
　　二陈平胃散（明·《症因脉治》）：二陈汤去生姜、乌梅，加苍术、厚朴组成。
功能燥湿运脾，化痰止咳。
主治食积咳嗽，脉沉滑，胸闷；小便不利，泄泻不止，水谷不分，腹中漉漉有声，胃有痰饮者。
　　二陈四七汤（明·《症因脉治》）：二陈汤去生姜、乌梅，加苏梗、厚朴组成。
功能理气化痰。
主治气结痰凝，腹痛，痛应背心。
　　清气化痰丸（明·《医方考》）：二陈汤去甘草，加黄芩、瓜蒌、枳实、杏仁、胆南星。
主治痰热内结，咳痰黄稠，甚则气急，呕恶，胸膈痞满，或发热，或惊悸失眠，小便短黄，舌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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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黄腻，脉滑数。
　　金水六君煎（明·《景岳全书》）：二陈汤加当归、熟地黄。
功用滋养肺肾，祛痰化湿。
主治肺肾阴虚，湿痰壅盛，咳喘呕恶。
　　竹沥达痰丸（明·《古今医鉴》）：二陈汤方用生姜汁，加人参、竹沥、大黄、黄芩、礞石、沉
香。
主治正气虚损，实热老痰。
　　橘半枳术丸（明·《医学入门》）：橘皮、半夏、麸炒枳壳、白术。
主治脾虚停痰，饮食不消，气滞痞闷。
　　补气运脾汤（明·《医学统旨》）：二陈汤加人参、黄芪、白术、妙仁、大枣。
主治噎膈，气阳虚惫。
　　香砂二陈汤（明·《症因脉治》）：二陈汤加藿香、砂仁。
功用醒脾行气，燥湿化痰。
可用于夏季感冒夹湿和支气管炎等。
　　芩连二陈汤（明·《外科正宗》）：黄芩、黄连、陈皮、茯苓、半苎、甘草、桔梗、连翘、牛蒡
子、花粉各一钱，木香三分，夏枯草二钱，生姜三片。
　　二术二陈汤（清·《张氏医通》）：二陈汤加白术、苍术组成。
功能燥湿化痰，理气健脾。
主治脾虚痰盛不运。
　　黄连二陈汤（清·《医宗金鉴》）：二陈汤去乌梅，加黄连组成。
功能清热化痰，和胃止呕。
主治小儿胎前受热，面黄赤，手足温，口吐黄涎酸黏者。
　　化坚二陈丸（清·《医宗金鉴》）：二陈汤去生姜、乌梅，加僵蚕、黄连、荷叶组成。
功能化痰散结。
主治眼疱及周身痰核。
　　桔梗二陈汤（清·《杂病源流犀烛》）：二陈汤去生姜、乌梅，加桔梗、枳壳、焦栀子、黄芩、
黄连组成。
功能化痰清火。
主治火喘，乍进乍退，食则减，已则发。
　　和胃二陈煎（清·《类证治裁》）：二陈汤去生姜、乌梅，加炮姜、砂仁、大枣组成。
功能温中和胃，燥湿化痰。
主治伤饮恶饮，伤食恶食，呕而腹满，胃寒生痰，及气滞嗳气者。
　　芩连二陈汤（清·《重订通俗伤寒论》）：由黄芩、竹茹、半夏、陈皮、枳实、赤茯苓、碧玉散
、黄连、生姜汁、淡竹沥组成。
功能清肝和胃，化痰泄饮。
主治发热有汗不解，肝胃不和，痰涎壅滞，或呕黏涎，或呕酸汁，或吐苦水，或饥不欲食，食即胃脘
不舒，甚则胀痛，或嘈杂心烦。
　　香砂二陈汤（清·《重订通俗伤寒论》）：二陈汤去生姜、乌梅，加檀香、砂仁组成。
功能温中和胃化饮。
主治胃有停饮，或伤冷食，胸痞脘痛，呕吐黄水。
　　麻菊二陈汤（清·《重订通俗伤寒论》）：由天麻、菊花、钩藤、茯神木、川芎、姜半夏、陈皮
、清炙草组成。
功能息风化痰。
主治痰晕，风痰上扰，头晕目眩，见物飞动，猝然晕倒者。
　　杏苏散（清·《温病条辨》）：二陈汤加杏仁、苏叶、前胡、桔梗、枳壳、大枣。
主治外感凉燥，头痛恶寒，鼻塞咽干，咳嗽痰稀，脉弦，无汗。
　　加味二陈汤（清·《医宗金鉴》）：二陈汤加黄芩、黄连、薄荷，主治舌下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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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味二陈汤（清·《沈氏尊生书》）：二陈汤加苍术、羌活、黄芩，治疗湿阻、湿疟。
另有一方为二陈汤加当归、枳实、桔梗、杏仁、高良姜、缩砂仁、木香、肉桂，治疗痰饮咳嗽。
　　温中补脾汤（清·《医宗金鉴》）：二陈汤加人参、黄芪、白术、干姜、附子、肉桂、白芍、砂
仁、丁香。
主治中焦虚寒，脘腹疼痛，呕吐吞酸，纳呆便溏，神疲乏力等症。
　　二陈平胃散（清·《沈氏尊生书》）：二陈汤加苍术、厚朴、山楂、神曲、砂仁、草果、枳实。
主治宿食不消，脘腹胀痛，呕恶苔腻。
　　苍附导痰丸（清·《叶天士女科》）：导痰汤加苍术、香附。
主治胸闷咳嗽，食欲不振，肥胖症，不孕症，带下病，瘕积聚等。
　　加味导痰汤（清·《张氏医通》）：导痰汤加人参、白术、黄芩、黄连、瓜蒌霜、桔梗、竹沥。
主治湿热痰饮及眩晕。
　　蒿芩清胆汤（清·《重订通俗伤寒论》）：青蒿、黄芩、仙半夏、陈皮、赤茯苓、竹茹、生枳壳
、碧玉散。
主治寒热如疟，寒轻热重，口苦胸闷，或干呕泛酸，舌红、苔薄黄，脉弦数或滑数。
　　清心涤痰汤（清·《医宗金鉴》）：二陈汤加人参、麦冬、黄连、菖蒲、南星、竹茹、枳实、酸
枣仁。
主治慢惊风，虚中夹热，身热口渴，气粗，烦躁，痰涎上泛。
　　和中丸（清·《医学心悟》）：二陈汤减甘草，加枳实、白术、神曲、麦芽、扁豆、山楂、香附
、砂仁、丹参、五谷虫炭、荷叶。
主治腹内包块或兼寒热、纳差神疲。
　　竹茹汤（清·《大生要旨》）：二陈汤减甘草，加苏梗、藿香、黄芩、枳壳、炒白芍、竹茹。
主治忧郁，呃逆，呕吐。
　　通气散坚丸（清·《医宗金鉴》）：二陈汤加人参、桔梗、川芎、当归、天花粉、黄芩、枳实、
胆南星、贝母、海藻、香附、石菖蒲。
主治气瘿。
可用于单纯性甲状腺肿和甲状腺功能亢进。
　　温中补脾汤（清·《医宗金鉴》）：二陈汤加人参、黄芪、白术、十姜、附子、肉桂、白芍、砂
仁、丁香。
主治中焦虚寒，脘腹疼痛，呕吐吞酸，纳呆便溏，神疲乏力等症。
　　香砂六君子汤（清·《名医方论》）：二陈汤加木香、砂仁。
主治胃气不和，脘痛呕恶。
　　半夏白术天麻汤（清·《医学心悟》）：二陈汤加白术、天麻。
主治痰饮上逆，眩晕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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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陈汤源于宋代《大平惠民和剂局方》，由法半夏、陈皮、茯苓、甘草组成。
全方具有燥湿化痰、理气和中之意。
二陈的由来是半夏和陈皮以陈旧者佳。
　　故名二陈。
 本书从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方面阐述二陈汤。
全书内容翔实，实用性强，适合广大临床中医参考。
　　诠释经方奇方，探究临床应用与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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