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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声生教授运用调肝理脾法治疗脾胃病

常用对药经验

李晓玲　张声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１０）

摘要　调肝理脾法属于中医治疗“和法”范畴，主要是协调肝脾功能，包含各种调肝、理脾以及二者的相互配伍应用。张声
生教授认为肝脾失调与脾胃病关系密切，临床常常表现为各种肝脾相关证候。张教授针对脾胃病的病因病机特点，在运

用调肝理脾法治疗脾胃病时，善用对药，用药精简轻灵，屡有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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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声生（１９６４１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
任医师，著名中医脾胃病专家。张声生教授从事消

化系统疾病研究３０余年，精研中医古籍，学验俱丰，
擅长运用经典理论和方药治疗脾胃病。笔者有幸侍

诊于侧，对其运用调肝理脾法治疗脾胃病的体会较

深。笔者在本文将张声生教授运用调肝理脾法治疗

脾胃病的常用对药经验进行总结，以飨读者。

１　肝脾病理生理与调肝理脾
肝生理上属木，喜条达而恶抑郁，主疏泄、藏血，

能调节精神情志；脾属土，喜润勿燥，以升为健，主运

化、统血，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肝脾生理关系为“土

得木以疏通”“木赖以土滋养”。《医学正传·胃脘

痛》中载：“胃脘当心而痛，未有不由痰涎食积郁于

中，七情之气触于内之所致焉”。机体情志活动与脏

腑有密切关系。若肝郁不畅，或肝体用太过，则横逆

犯中，影响脾胃升降纳运功能。正如《黄帝内经》

云：“气有余，则制已所盛，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

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沈氏尊生

书》曰：“胃痛，邪干胃脘病也。唯肝气相乘为尤甚，

以木性暴，且正克也”。可见肝脾在病理上关系密

切。张声生教授通过辨析脾胃病的病机特点，认为

“调肝可以安胃”，临证治疗脾胃病以调肝理脾为

法。调肝理脾法属于中医“和法”的范畴［１２］，其中

调肝法包括疏肝、泻肝、清肝、平肝、镇肝、敛肝、柔肝

等；理脾法包括健脾、运脾、温脾、滋脾、祛湿、消食、

升脾等。肝脾功能协调，是脾胃发挥正常生理功能

的前提基础；肝脾功能失调，影响脾胃的正常生理功

能［３４］。凡肝脾失调，需肝脾同治，张声生教授根据肝

脾失调所表现的不同证候类型，常将调肝法与理脾法

配合应用，如疏肝健脾法、泄肝补脾法、泄肝扶脾法、

泄肝和中法、暖肝温脾法、柔肝滋脾法、补脾养肝法、

理气化瘀法、清利湿热法等，往往临床疗效显著。

２　对药调肝
张声生教授常用调肝药物：疏肝用柴胡、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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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附等；泄肝用青皮、枳壳、川楝子等；清肝用黄芩、

黄连等；平肝用天麻、钩藤等；镇肝用龙骨、牡蛎等；

敛肝用白芍、木瓜、山茱萸等；柔肝用白芍、当归、枸

杞子等。

临证治疗脾胃病时，张声生教授善用对药，常用

疏肝对药如：１）柴胡配白芍：柴胡疏肝解郁，白芍养
血柔肝，一散一收，一气一血，刚柔相济；２）柴胡配枳
实（枳壳）：柴胡升气，枳实（枳壳）行气、降气，一升

一降，调和肝脾气机；３）柴胡配郁金（香附）：柴胡清
轻宣畅，郁金（香附）轻扬散郁，共奏疏肝解郁；４）木
香配砂仁：木香“入脾则夺土郁，入肝则达木郁”，砂

仁化湿、行气温中，在疏理肝气的同时调中开胃，二

者合用共奏疏肝行气解郁之效。

常用清肝对药如：１）黄连配吴茱萸：黄连清肝泻
火，吴茱萸入肝降逆，又反佐以制黄连之寒，一寒一

温，寒温并用，共调肝胃郁热；２）蒲公英配夏枯草：两
药均为苦寒清热之品，二者合用共奏清肝泄热之功；

３）丹参配焦栀子：焦栀子泻火除烦，两药相合为丹栀
逍遥散之意，取其疏肝解郁清热之效；常用泻肝对药

如：厚朴配枳壳（佛手）：厚朴行气消积，“专泻凝滞

之气”，枳壳（佛手）行气（理气）宽中除胀，二者合用

行气宽中；常用柔肝对药如：生地黄（枸杞子）配白

芍（当归），生地黄（枸杞子）滋阴清热，白芍（当归）

养血柔肝，二者配伍共奏滋阴柔肝之功。

张声生教授认为调肝类对药有疏泄、酸敛、柔润

等不同功效，调肝之法，肝郁当疏，肝体宜养，肝用当

泄，诸药配伍应以寒温并用，润燥相济，升降相因为

宜，使肝气得疏，脾气得健，胃气得顺，共奏疏肝理

气，健脾和胃之功。

３　对药理脾
张声生教授常用理脾药物：健脾用党参、白术、

薏苡仁、茯苓等；温脾用干姜、黑附片、肉桂、吴茱萸、

荜茇、桂枝等；滋脾用山药、太子参、石斛、玉竹、麦

冬、天冬等；祛湿药藿香、佩兰、苍术、六一散、白蔻

仁、半夏、砂仁等；消食用焦三仙、神曲、山楂、麦芽、

鸡内金、连翘等；张声生教授临证常用起协同作用的

理脾药对如：脾胃气虚者以党参或炙黄芪配炒白术

益气健脾；脾胃阳虚者以干姜或黑附片配炒白术温

中健脾；黑附片配肉桂温补命火；白芍配桂枝通阳化

气，调和营卫；若脾胃阳虚兼有气滞者，以紫苏梗配

荜茇以温中理气；胃阴亏虚者以北沙参配麦冬或石

斛滋养胃阴；白芍配炙甘草或五味子配太子参酸甘

化阴；湿阻中焦者以藿香配佩兰芳香化浊，醒脾化

湿；中焦脾胃升降失调气滞者以白术、枳实配伍，白

术健脾益气，枳实行气消痞，一消一补，以复脾胃升

降；胃气上逆者以旋覆花配代赭石重镇降逆止呕，吴

茱萸配生姜、丁香配柿蒂或刀豆配荜茇温中降逆止

呃；食滞中焦以神曲配连翘（山楂、麦芽）消食化积

和胃；脾气下陷者以黄芪配升麻益气升提。

综上所述，张声生教授在治疗脾胃病时，以脏腑

辨证为核心，六经辨证为指导，抓住脾胃病的病机特

点，尤重视调畅脾胃升降气机，以升降出入为临床辨

证施治及遣方用药之准绳，于升中有降，降中有升，

并且根据肝脾病理生理关系，临证治疗脾胃病时适

当调肝，依据病情运用疏肝、泻肝、清肝、平肝、镇肝、

敛肝、柔肝等方法，配合理脾法健脾益胃，相得益彰。

张声生教授在用药方面药味精简，药量轻灵，善用对

药，力求协同增效或相互制约，从而更好地发挥治疗

作用，并且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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