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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张志远应用半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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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医大师张志远教授注重药物炮制品的使用#常取姜半夏$半夏曲辨证投予#应用于呕吐$精神类疾病的治疗方药之中'

注重药物的储存时间#强调半夏存放时间当以 7 年为限#并非皆为(陈久者良)" 临证运用半夏十分灵活#以其祛痰解郁#创制

(释忧汤)和(十神汤)治疗情志病'以其和胃涤痰#用半夏秫米汤加减或创制的(催睡汤)治疗失眠'以其降逆平冲#用地魄汤

加减平调阴阳#治疗汗证"

关键词"半夏'张志远'释忧汤'十神汤'半夏秫米汤'催睡汤'地魄汤'失眠'汗证'国医大师

!"#!$"($=7=9>S(ACCG($=V# Q9888(!"!#($$(78#

中图分类号"W!#8(!V%%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V# Q9888!!"!#"$$ Q!787 Q"#

$W2&90&-'&0-R/-W0/ !<0-&660/ L&9-/(/" >2260'/(0*-*%aU/-Y aU0?,/-#

4/)(&9*%L9/30(0*-/6MU0-&)&4&30'0-&

\1.2[AG#?2XNEA-'GH

2GCDADED*'@0-FKADA'GF;/IAG*C*5*KABAG*?AD*-FDE-*FGK /E;DE-*#4IFGK'GHXGA)*-CADM'@0-FKADA'GF;

/IAG*C*5*KABAG*#YAGFG 4IFGK'GH/IAGF!<"7<<

>5)(9/'(%U-'@*CC'-\IFGH\IAMEFG#5FCD*-'@0-FKADA'GF;/IAG*C*5*KABAG*#PFMCFDD*GDA'G D'DI*EC*'@P-'B*CC*K 0/5P-'KEBDC(1*'@L

D*G P-*CB-A,*CYAFGH!HAGH*-" TFG_AFFGK TFG_AFiE !+';K BE;DE-*" ,FC*K 'G B;AGABF;CMGK-'+*KA@@*-*GDAFDA'G AG D-*FD+*GD'@)'+ADAGH

FGK +*GDF;KAC*FC*C(1**+PIFCA]*CDIFDDI*CD'-FH*DA+*;A+AD'@TFG_AFCI'E;K ,*;*CCDIFG DI-**M*F-C#FGK G'DrDI*;'GH*CDDI*

,*CDr(0I*EC*'@TFG_AFAC)*-M@;*_A,;*AG B;AGABF;P-FBDAB*#OADI ADC*_P*BD'-FGDFGK K*P-*CCA'G -*;A*)AGH@EGBDA'GC(1*B-*FDCr4IAZ'E

6*B'BDA'GrFGK r4IA4I*G 6*B'BDA'GrD'-*;A*)**+'DA'GF;A;;G*CC$dADI ADC@EGBDA'G '@IF-+'GMAGH4D'+FBI FGK K*CP*;AGHUI;*H+#DI*

+'KA@A*K TFG_AF4IE+A6*B'BDA'G '-DI*B-*FD*K r/EA4IEA6*B'BDA'GrBFG ,*EC*K D'D-*FDAGC'+GAF$dADI ADC@EGBDA'G '@K*CB*GKAGH

DI*-*)*-C*K iAD'-*;A*)*PFDI';'HABF;iAFCB*GKAGH#+'KA@A*K 6AU'6*B'BDA'G ACEC*K D',F;FGB*ZAG FGK ZFGHAG D-*FD+*GD'@CO*FDAGH

CMGK-'+*(

+&? @*93)%TFG_AF!UAG*;;AFD*-GFDF"$\IFGH\IAMEFG$4IAZ'E 6*B'BDA'G$4IA4I*G 6*B'BDA'G$TFG_AF4IE+A6*B'BDA'G$/EA4IEA6*L

B'BDA'G$6AU'6*B'BDA'G$AGC'+GAF$CO*FDAGHCMGK-'+*$5FCD*-'@0-FKADA'GF;/IAG*C*5*KABAG*

%%张志远!$8!"6!"$V 年"#男#山东中医药大学

教授#国医大师#倡.医易相关/学说#精研中医各家

学说#擅长总结与创新#对于风药理论)玄府学说等

均有精妙阐述* 张老临床重视中医源流#善用经方#

巧于用药#积累了丰富的中药临床应用经验*

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的干燥块茎#首载于

,神农本草经-#其.主伤寒寒热#心下坚#下气#喉咽

肿痛#头眩胸胀#咳逆#肠鸣#止汗/

'$(

* 因祛痰降逆

之功显著#历来被诸多医家推崇#将其用于咳痰)呕

吐等病证的治疗方药中* ,伤寒论- ,金匮要略-中

#" 余方应用半夏#在柴胡汤类方中用其治疗恶心呕

吐)心下痞满的症状#如小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

汤$在麻黄汤类方中用其应对胸胀)咳逆等症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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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龙汤)越婢加半夏汤等* ,本草新编-言其.统

治痰涎甚验/

'!(

* ,本草思辨录-称其为.治呕吐胸

满之要药/

'7(

* 国医大师张志远教授继承仲景先师

应用心法#结合历代名家用药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

发展创新#通过长期临床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半

夏应用经验*

AB半夏选用与储藏

ACAB重视炮制取佳效%中药的炮制#古时又称为炮

炙)修事)修治等#是根据中医药理论#依照辨证施治

需要和药物自身性质#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需求进

行的必要加工过程'#(

* ,本草蒙筌-言%.凡药制造#

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

*/

由此可见#中药的炮制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药

效* 半夏性温#有毒#,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下品#

生用会产生头眩)麻舌等不良反应#经合理炮制后毒

性会降低#故临床上多取其炮制品* 张老临证用姜

半夏)半夏曲居多#半夏经炮制后#药性发生了变化#

辨证投予#收效更佳*

姜半夏是半夏经姜汁)白矾共同炮制后的产品#

张老主要将其应用于治疗呕吐的方药中* 生姜可有

效克制半夏的毒性#正如张山雷在,本草正义-中提

到.古无制药之法#凡方有半夏者#必合生姜用之#

正取其克制之义/

'=(

#且半夏经此炮制后#得生姜的

性味#止呕效力增强* 半夏曲之名最早见于,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和,小儿药证直诀-#此时并未有其

功效的具体描述* ,本草纲目-记载半夏曲有化痰

湿)消食滞之功#明确提出了半夏曲有消食滞的功

效#后世应用半夏曲也多参考此功效'V(

* 现今半夏

曲制备多为半夏加面粉)姜汁等调制成曲剂* 张老

指出半夏经此炮制后#除健脾和胃之功更加显著外#

尚有治疗精神异常的作用#对出现情绪异常)饮食减

少等问题的抑郁症患者#疗效颇佳*

ACDB半夏用陈但不超 E 年%李东垣于,珍珠囊指

掌补遗药性赋-中言%.枳壳陈皮半夏齐#麻黄狼毒

及吴萸#六般之药宜陈久#入药方知奏效奇'9(

*/将

半夏)陈皮)枳壳)麻黄)狼毒)吴茱萸列为.六陈/#

强调非陈不贵* 因半夏久存#可散其气味#降低毒

性* 张老认为药物储存时间过久#其毒性降低的同

时#效力也会随之减少#选取半夏以 7 年为限#因半

夏久存气味减弱#且易因保存不当而发生霉变#积压

陈旧的半夏不再入药#可确保药物效力的发挥* 张

老曾治一患者#以呕吐为主要症状就诊#神疲乏力#

纳差#眠一般#大便干#小便量少#舌红苔白腻* 遣二

陈汤加减#每日 $ 剂#共 7 剂* 患者服用 $ 剂后#病

情反而加重#检查另两剂药物发现#半夏为久存的碎

品#于是令患者另购新品#继服两剂即愈* 可见药物

存放有时限#对.半夏陈久用之/应理性看待*

DB临证应用心法

DCAB祛痰解郁开脑窍%半夏燥湿祛痰功效显著#

,药性论-言其.消痰涎#开胃健脾#止呕吐#去胸中

痰满/

'8(

* ,医学启源-谓其.治寒痰及形寒饮冷伤

肺而咳/

'$"(

#故常被应用于痰证的治疗方药中* 张

老指出中医所言痰#含义很广#并非皆为支气管内排

出的黏液#如,医述-中王隐君所论#痰随人体气机

升降#无处不到#停于一隅#即能发病* 幻听)狂躁)

妄想)闭经)头痛)顽固不眠)行为失常等#皆与痰邪

有密切关系#通过祛痰可以解除'$$(

* 据此#张老亦

将半夏应用于郁证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之中*

郁证是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胁肋

胀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异物梗阻等为主要临

床表现的一类病证#包括现代医学的焦虑症)抑郁症

等'$!(

* 郁证病机多以气机郁滞为主#但郁证日久亦

会发生痰邪阻滞#如,证治汇补-所云%.惊怒忧思#

痰乃生焉'$7(

*/情志因素导致气机失调#气血津液难

以外达#容易导致水液内停#痰邪由生* 故张老在选

方用药上以开)散为主导#掌握.条畅/二字#除疏肝

理气外#亦注重祛除痰邪* 对于肝失疏泄#情志不

畅#饮食不进的患者#创制.释忧汤/以祛痰解郁)调

畅气机#解除郁证* 方药组成%半夏曲 = H#香附 = H#

甘松 = H#柴胡 = H#郁金 = H#石菖蒲 = H#藿香 = H*

方中半夏曲健脾和胃#燥湿化痰$石菖蒲)郁金)藿香

清心开窍#祛痰化湿$柴胡)香附疏肝解郁* 此外还

加入甘松健脾开郁#,医学衷中参西录-载甘松.盖

为其气香#故善兴奋心脏#使不至于麻痹#而其馨香

透窍之力#亦自能开痹通瘀也00又自能化多年之

结/* 张老临证取其甘温芳香之气以开郁悦脾)开

窍醒神#使心神不为痰浊蒙蔽'$#(

* 诸药相配#共奏

祛痰解郁之功*

张老指出#阿尔茨海默病多发生在花甲之后#常

呈进行性加剧* 许多医家从脑髓失养方面入手#投

六味地黄丸)桂附八味丸等#较少考虑到宿痰为患*

陈士铎于,石室秘录-中言%.治呆无奇法#治痰即治

呆也'$<(

*/指出呆病的发生与痰邪关系密切* 老年

人活动量小#性格改变#生活缺乏顺适#长时忧郁#阻

滞气机#清浊升降失调#痰邪容易化生#心神)脑窍被

蒙而失濡养#从而产生病理性改变'$=(

* 如,丹溪心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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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云%.健忘精神短小者多#亦有痰者00此证

皆由忧思过度#损其心包#致神舍不清#遇事多

忘'$V(

*/临证若一味大补阴阳)气血#投予不当#往往

阻遏气机出入升降#易加重病情* 治疗上除开窍利

气外#更应注重祛除痰邪* 张老结合多年临床经验

创.十神汤/#方药组成%半夏 8 H#茯神 8 H#旋覆花

8 H#橘红 8 H#胆南星 8 H#节菖蒲 8 H#郁金 8 H#红花

8 H#远志 8 H#水蛭 8 H* 每日 $ 剂#水煎分 7 次#口

服* 此方为蠲饮六神汤加减而成#蠲饮六神汤多被

用于痰浊阻窍之症#方中取半夏)胆南星祛痰#同时

秉持治痰先治气的原则#以橘红)旋覆花调畅气机#

并用节菖蒲芳香开窍#茯神宁心安神* 张老在此基

础上将原方石菖蒲换为节菖蒲#以增强开窍的效果#

配伍郁金解郁#远志养神#同时考虑到阿尔茨海默病

往往伴随瘀滞#以红花与水蛭祛瘀开窍* 诸药相配#

效力甚佳*

DCDB和胃涤痰疗失眠%脾胃为人体中焦枢纽#气血

阴阳之本#脾胃和则气机升降正常#阴阳调和$脾胃

不和则易导致气血阴阳失和#从而发生失眠等病证*

如,素问&逆调论-云%.胃不和则卧不安'$9(

*/对于

脾胃不和而失眠的患者#张老注重调和脾胃#在此基

础上配伍安神药物#如取半夏安和脾胃之功#以半夏

汤加减治疗失眠* 半夏汤首见于,黄帝内经-#用于

治疗.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

'$8(所致

的失眠* ,绛雪园古方选注-云%.半夏辛温#入胃经

气分$秫#糯粟也#甘酸入胃经血分* 升以半夏#从阳

分通卫泻邪$降以秫米#入阴分通营补虚* 阴阳通#

卧立至'!"(

*/方中以半夏之辛通卫泻邪#秫米之甘通

营补虚#二药共奏调和营卫之功* 现代人的体质和

生活环境与古人有较大差异#直接应用原方较难达

到理想的效果* 针对此种现象#张老对其剂量和配

伍进行调整#半夏取 7" H以上#重用其安和脾胃#以

调和阴阳* 吴鞠通认为半夏 .一两降逆#二两安

眠/

'!$(

#指出半夏用于治疗失眠非大剂量不可* 并

在此基础上加入夜交藤#亦用至 7" H以上#夜交藤

入心)脾二经#宁心安神#,本草正义-言%.其能引阳

入阴耳00但止堪供佐使之助'=(

*/取其引阳入阴#

与半夏共奏调和阴阳之效* 对于脾胃不和的失眠患

者#疗效更佳*

失眠之源#并非一端#情志)饮食)环境等因素亦

可引发失眠* 如,类证治裁&不寐-曰%.思虑伤脾#

脾血亏损#经年不寐'!!(

*/指出情志所伤可以导致失

眠* ,张氏医通&不得卧-云%.脉滑数有力不得卧

者#中有宿滞痰火#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也'!7(

*/指

出食滞中焦#酿生痰热#亦可引发失眠* 张老强调在

治疗上根据病因病机的不同应有所偏重* 半夏入脾

胃经#对脾胃功能受损#酿生痰邪#从而导致心神失

养的失眠#属适宜病证#,名医别录-谓其.消心腹胸

中膈痰热满结/

'!#(

#,医学启源-云其.燥胃湿#化

痰#益脾胃气/

'$"(

* 对于痰火扰神所导致的失眠#张

老常用半夏进行调理#临证创.催睡汤/#用以豁痰

清热#养心安神* 方药组成%半夏 $" H#竹茹 $" H#百

合 !" H#茯神 $< H#炒酸枣仁 7" H#龙骨 !" H#牡蛎

!" H#合欢皮 7" H* 方中取半夏)竹茹化痰降逆#半

夏性温偏燥#竹茹性微寒偏凉润#二者相制为用#消

除痰邪功效更显$百合)茯神)酸枣仁)合欢皮补心益

脾#安神定志$酸枣仁炒香后醒脾作用更强#在.补

虚而安五脏#调和阴阳/的同时'!<(

#健脾醒胃$龙骨)

牡蛎重镇安神#,伤寒论-中龙骨与牡蛎配合#可治

狂躁不安* ,医学衷中参西录-谓龙骨.收敛元气)

镇安精神/#谓牡蛎.性善收敛有保合之力/* 二者

相配#可助安神入眠'!=(

* 此方祛除痰热的同时#注

重补养安神#并加入镇静药物#重镇安神#对于由痰

热引发#伴心神失养症状的失眠疗效颇佳*

DCEB降逆平冲治汗证%汗证#是指由于阴阳失调#

腠理不固#而致汗液外泄失常的病证* ,黄帝内经-

将其按病因病机分为外邪与内伤两大类#外邪有风

邪)暑邪)热邪)湿邪#内伤主要是劳伤#治疗上多以

针灸调节阴阳平衡'!V(

* ,古今医统大全-云%.汗出

于心#热之所致* 汗出于脾#湿气上腾* 汗泄于肤#

卫气不固* 所以清心#则液荣于内而为血* 和胃#液

周流而不腾* 实腠理#则卫气充而液不泄* 知斯三

者#治汗毕矣'!9(

*/将汗证分为热所致)湿所致)卫气

不固所致 7 种#治疗上分别以清心)和胃)实腠理为

大法#虽与,黄帝内经-的分类及治疗方法有所不

同#但皆以协调阴阳为核心目的* 对于汗证#张老强

调阴阳不和为核心病机#治疗上当根据表里寒热虚

实辨证施治*

汗液由水谷精微化生#,素问&评热病论-言%

.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9(

*/脾胃为水

谷化生之源#汗液的产生得益于脾胃的正常运化#所

以对于汗出异常的患者#张老遣方用药时多加入调

理脾胃之品* 半夏入脾)胃经#,医学启源-谓其.燥

脾胃湿/.益脾胃之气/

'$"(

#对于汗出伴有脾胃不和

的患者#可以加入半夏#以为佐使#补益脾胃之气#促

进津液化生* 此外#张老临证时注重半夏降逆平冲

的功效#用其治疗脾胃之气上逆所致的汗出*

半夏辛)平#平能降气#对于阳明之气上逆所致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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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汗出#投此颇佳#如,本草经解-云%.阳明之气本

下行#上逆则汗自出矣#平能降气#所以止汗也'!8(

*/

对于脾胃之气上逆#阴阳失调而汗出的患者#张老临

证常取,四圣心源-

'7"(所载地魄汤进行加减#降气止

汗#强土生水* 方药组成%半夏 = H#麦冬 8 H#白芍

8 H#五味子 8 H#玄参 8 H#牡蛎 $< H#甘草 7 H#西洋参

8 H#人参 = H* 每日 $ 剂#水煎分两次服#效果颇佳*

地魄汤原方以半夏)五味子降摄肺胃之逆#麦冬)白

芍清君相之火#玄参清金益水#牡蛎敛精藏神* 以胃

土之降#助金水之收藏#调和阴阳#育津生液#治疗汗

出* 张老在此基础上加入西洋参清热养阴#人参健

胃生津#,本草从新-言人参.补肺中元气/

'7$(

#亦符

合助金收藏之理* 对于汗出不止#出现口干)乏力)

消瘦)五心烦热)大便秘结等症状的患者#投此方止

汗以保护气液#疗效颇佳*

EB结语

半夏是临床常用药#张老临证时注重其炮制品

的应用#以姜半夏及半夏曲居多#半夏炮制后在减轻

不良反应的同时#可以增强其调和脾胃的功效$重视

半夏的储存时间#一般以 7 年为限#放置时间过久也

会影响其疗效的发挥*

张老在前人组方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化裁#

使半夏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在治疗情志病时#以

.开/为治疗核心#用其祛痰解郁#调畅气机$治疗失

眠时#以.和/为主#用其平调脾胃#交通阴阳$治疗

汗证时#以.平/为期#用其降逆下气#治疗阳明之气

上逆所致的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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