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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风药在治疗过敏性鼻炎古方中的临床功用、配伍应用规律分析，以期为临床科学使用这类药物治疗过
敏性鼻炎提供借鉴，提高中医药疗效。方法：提取《中医方剂大辞典》中运用了风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方剂，整理分析具体

使用的风药、风药在方剂中的功用，配伍规律。结果：４０首治疗过敏性鼻炎方剂中的３３首运用了风药，风药在不同病机方
剂中发挥了宣散透邪、升举清阳、发散郁热、通阳畅气、开通郁结、顺气导痰、辛散通窍、引经报使、辛散通络、和胃降逆等十

种功效。结论：风药通过其祛外邪、升清阳、解肝郁、调气机、散郁火作用使清阳升、浊阴降，气机条畅，从而达到治疗过敏

性鼻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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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药”是一类气味辛薄，药性升浮，具有升、
动、行、散特性的一类药物。《金匮要略》有云“夫人

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伤万物，亦能害万

物”。从南北朝至明清前的方剂中的风药运用甚是

广泛，在《备急千金药方》《外台秘要》《局方》等方剂

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药王孙思邈、金元四大家尤

其是其中的李东垣无不是运用风药的高手。风药轻

灵善动，善于疏散，畅通气机。贴合过敏性鼻炎病

机，临床应用广泛。本文总结归纳了风药在治疗过

敏性鼻炎古方中的应用以期为中药治疗过敏性鼻炎

以启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处方来源　《中医方剂大辞典》中收载的主治
病证中含有“鼻鼽”“鼽”“嚏”并且方剂组成中含有

风药的方剂。

１２　处方筛选　筛选上述来源方剂中“主治”明确
记载有过敏性鼻炎临床表现的方剂，并剔除主治中

虽有过敏性鼻炎症状但主病为“中风”“息肉”“疳

积”“伤后瘀血”“消渴”等或是方剂组成中不含有风

药的方剂。通过筛选，４０首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方剂
中含有风药的方剂３３首。
１３　方剂分析　根据方剂的药物组成并结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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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分析每首方剂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病机。

首分虚实。整体分为虚证、实证、虚实夹杂证３类。
在根据方剂的病机结合具体风药的运用，分析风药

在该方中的主要功用。

２　结果
４０首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古方中含有风药的古

方共计３３首。其中治疗虚性过敏性鼻炎的方剂３
首，实性过敏性鼻炎的方剂２４首，虚实夹杂证用方６
首。风药在方中发挥了宣散透邪、升举阳气、助肺宣

发、开通郁结、发散郁热、通阳畅气、顺气导痰等作

用，

２１　治疗虚证方剂３首
２１１　气虚证 ２首　气虚证：丝瓜汤（《名家方
选》）风药：升麻、桔梗。功用：升举阳气。２）气虚 ＋
血虚证：温卫补血汤（《兰室秘藏》卷中）风药：柴胡、

升麻。功用：升举清阳。

２１２　虚寒证１首　神圣复气汤（《兰室秘藏》卷
上）风药：升麻、藁本、柴胡、羌活。功用：升举清阳。

２２　治疗实证方剂２４首
２２１　外感风寒证７首　１）芎黄汤（《御药院方》
卷一）风药：荆芥穗、川芎、细辛。功用：宣散透邪，辛

散通窍，引经报使。２）加味香苏散（《玉案》卷六）风
药：川芎、紫苏、防风、荆芥、羌活、白芷、葛根、前胡、

天麻、葱头、生姜。功用：宣散透邪，通阳畅气。３）加
味香苏饮（《玉案》卷二）风药：川芎、紫苏、羌活、防

风、荆芥、白芷、葛根、前胡、葱头、生姜。功用：宣散

透邪，通阳畅气。４）消风散（《丹溪心法附余》卷一
引《局方》）风药：天麻、防风、细辛、薄荷叶、川芎、吴

白芷。功用：宣散透邪。５）散寒汤（《石室秘录》卷
三）风药：桔梗。功用：助肺宣发，顺气导痰。６）疏
邪利金汤（《顾松圆医镜》卷七）风药：防风、荆芥、前

胡、杏仁、桔梗。功用：宣散透邪。７）五味实散（《鸡
峰》卷十一）风药：细辛、桂枝。功用：宣散透邪，通

阳畅气。

２２２　外感风热证２首　１）荆防败毒散（《全国中
药成药处方集》（沈阳方）。）风药：蝉蜕、薄荷、防风、

荆芥。功用：宣散透邪。２）消风散（《麻症集成》卷
四）风药：荆芥、僵蚕、蝉蜕、防风。功用：宣散透邪。

２２３　气郁痰阻证２首　１）开痰饮（《辨证录》卷
九）风药：柴胡、薄荷。功用：发散郁热。２）吴茱萸
丸（《兰室秘藏》卷中）风药：升麻、柴胡、、僵蚕。功

用：升举清阳，开通郁结。

２２４　寒热错杂证４首　１）小消风散（《普济方》
卷四十五）风药：川芎、荆芥穗、薄荷叶、防风。功用：

宣散透邪，发散郁热。２）芎穷汤（《圣济总录》卷十
五）风药：芎穷、细辛、荆芥穗。功用：宣散透邪，发散

郁热，辛散通窍。３）茶调散（《活人方》卷三）风药：
薄荷、荆芥、防风、川芎、桔梗、麻黄。功用：宣散透

邪，助肺宣发。４）泻白消毒散（《准绳·幼科》卷六）
风药：牛蒡子、荆芥穗、桔梗、浮萍。功用：宣散透邪，

发散郁热。

２２５　肺热证 ３首　１）审平汤（《三因》卷五）风
药：生姜。功用：通阳畅气。２）清肺散（《证治汇补》
卷四）风药：辛夷花、苦桔梗。功用：通阳畅气。３）
解毒散（《痘疹会通》卷三）风药：紫苏、干葛、桔梗、

前胡。功用：宣散透邪，发散郁热，顺气导痰。

２２６　凉燥证１首　杏苏饮（《金鉴》卷五十三）组
成：风药：紫苏、前胡、生姜。功用：宣散透邪，通阳畅

气。

２２７　“脑风”方３首　１）白附子丸（《圣济总录》
卷十五）风药：白僵蚕。功用：开通郁结。２）通关散
（《圣济总录》卷十五）风药：蒺藜子、干薄荷。功用：

宣散透邪，开通郁结。３）胜金散（《圣济总录》卷十
五）风药：荆芥穗、薄荷叶、木贼。功用：宣散透邪。

２２８　外感疹邪 ２首　１）加减升麻汤（《痘疹会
通》卷三）风药：升麻、干葛、前胡、防风、桔梗、紫苏。

功用：宣散透邪，升举清阳。２）加味金沸草散（《准
绳·幼科》卷六）风药：麻黄、前胡、荆芥穗、浮萍、生

姜、薄荷叶。功用：宣散透邪，和胃降逆。

２３　治疗虚实夹杂证方剂６首
２３１　气虚＋外感风寒　１）欢喜散（《卫生总微》
卷七）风药：防风、天麻、前胡，细辛、柴胡、桔梗、川

芎。功用：宣散透邪，开通郁结。２）姜附御寒汤
（《东垣试效方》卷二）风药：柴胡、防风、羌活、藁本、

升麻。功用：升举清阳。

２３２　气虚 ＋外感风热　防风丸（《外台》卷十五
引《千金翼》）风药：防风、芎隱、白芷。功用：宣散透

邪，发散郁热。

２３３　气虚 ＋痰浊阻滞　滋荣助痘汤（《嵩崖尊
生》卷十五）风药：防风、荆芥、干葛、川芎、天麻、桔

梗、僵蚕、升麻、生姜。功用：宣散透邪，升举清阳，顺

气导痰。

２３４　气虚＋血瘀　清金丸（方源：《证治宝鉴》卷
十）风药：防风。功用：辛散通络，发散郁热。

２３５　外感风热 ＋瘀血内停　宣风散（《保命集》
卷下）风药：川芎、甘菊。功用：宣散透邪，引经报使。

３　讨论
过敏性鼻炎的病机属于中医学“鼻鼽、鼽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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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１］。古方中有“鼻中作痒，清晨打嚏，至午方住，

明日亦然”“肺间风热，旦朝好喷嚏”“虚者鼻鼽，时

流清涕”等对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的描述。对于

其发病机制，历代医家虽各抒己见，但不论偏寒偏热

之不同，总不离风邪为患［２］，“风为百病之长”，风邪

外侵，首先犯鼻，故鼻痒、打喷嚏；风善行而数变，故

鼻鼽常反复发作。风药既有“治风之用”，又具“如

风之性”［３］，临床功用有“升、散、透、窜、通、燥、动”，

不仅能用于祛外风，而且能用以升清阳、解肝郁、调

气机、散郁火等。如能将之合理运用于过敏性鼻炎

的治疗每能取得良效。

通过对风药在古方中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应用研

究我们可以发现，４０首方剂中的３３首运用了风药，
占到了总数的８２５％，风药在过敏性鼻炎治疗中应
用广泛。风药在针对不同病机的方剂中与不同的药

物配伍主要功用有所不同。在３３首运用风药的古
方中，风药主要功用有宣散透邪的２１首，升举清阳、
发散郁热的各 ７首，通阳畅气的 ６首，开通郁结 ４
首，顺气导痰３首，辛散通窍、引经报使的各２首，辛
散通络、和胃降逆的各１首。现就风药主要功用的
作用机理分析如下：

３１　宣散透邪、条畅气机　古方治疗过敏性鼻炎的
方剂中，外感风寒证、外感风热证、寒热错杂证、外感

疹邪证、及外感凉燥证均发挥了风药宣散透邪的作

用。过敏性鼻炎以鼻塞、流涕、喷嚏为突出表现。肺

主皮毛，开窍于鼻。外邪入侵，肺失宣降，故见鼻窍

不利。风药味薄气轻、药性升浮具有发散祛邪的作

用，能使各种入侵之邪从表而解。由于“风为百病之

长”，是多种外邪致病的先导，寒、热、燥诸邪常依附

风而为患，故风药不仅祛风，亦能散寒、泄热、祛燥。

风药凭借其透泄之性，祛除郁闭气机的表邪，气机通

畅，鼻窍自通。

３２　升举清阳、补益增效　所有治疗虚证及虚实夹
杂证中含有气虚证的古方中，风药的主要功用多为

升举清阳。国医大师干祖望教授认为，鼻居面中，是

清阳交会之处，故属“清窍”，需清阳之气升腾濡养。

脾阳不振，升清失常，则浊邪无处可泄，郁积鼻窍发

为鼻鼽［４］。多见清涕连连。如《脾胃论》所述：“肺

金受邪，由脾胃虚弱不能生肺，乃所受病也。风药极

具升散发越之性，能升发脾气，引领清气上行，清气

升而浊阴自降，清涕可止”［５］。另方中风药多与补益

药同用，其作用不仅是“吹嘘流动”之用，还有增强

补益药功用的作用［６］。正如柯琴云：“补中之剂，得

发表之品而中自安；益气之剂，赖清气之品而气益

倍。”，李东垣亦云：“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

３３　通阳畅气、开通郁结、发散郁热　过敏性鼻炎
的鼻部症状，离不开气机不通，不管是外邪闭阻、肺

气不利，还是肝气郁结、腠理不通，治疗总以条畅气

机为要。《临证指南医案·郁》：“郁则气滞，气滞久

必化热，热郁则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机失度”［７］。

风药对气机的调节既能宣肺气，又能疏肝气，尤能升

脾气，从而使三焦气机得以通畅，全身阳气得以振

奋；二是以升散为主，善于畅通由下而上、由里达表

的气机，因而最能启发肝胆的春升之性，引提人体生

发之气，资助清阳之气升腾。达到通阳畅气的目的。

“风气通于肝”，风药辛散升浮，颇合木之升发之象，

能疏达肝气以顺应木之曲直，调达肝气，开通郁结。

治疗郁久所化之热，不仅要清其热，还要发其郁，故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云：“火郁发之”［８］，然“发

之”者，必借风药。风药发挥其发散郁热的作用。

此外，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古方中，风药还发挥

着助肺宣发、顺气导痰、辛散通窍等作用。作用的发

挥离不开方剂配伍，且诸多作用常交织在一起，共同

达到一个条畅气机、升清降浊的作用［９］。古方大量

风药的运用体现了先贤对过敏性鼻炎病因病机的深

刻认识，以及“药类法象”［１０］理论在临床的实际运

用。我们如能在先贤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发病病因

病机新的特点，科学运用风药，定能提高过敏性鼻炎

的中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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