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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振森主任医师用金匮肾气丸

汤方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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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东省名中医常振森主任医师临床多年认为治病不明气化，不知脏腑生理功能，如何调治疾病，认为肾气为人体动
力之源，临床治病灵活运用金匮肾气丸汤方，出神入化。同时阐述常师临床应用金匮肾气丸治疗内、妇、儿各科疾病，得心

应手，取效甚捷，增强了后学者应用经典方剂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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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振森，男，主任医师，为国医大师李玉奇先生
的弟子，２０１２年被评选为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思想经验传承指导老师，山东省名中医常振

森学术思想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常师针对人体生

理强调肾之气化、脾胃气机协调功能，临床治病强调

以肾为主，以平为期，擅用金匮肾气丸汤方多能取得

较好的临床疗效。笔者试剖析如下。

１　金匮肾气丸汤方功效为温补肾气、通阳利水
常师认为陈修园所论人体生理相协：“六味丸补

肾水，八味丸补肾气，而妙在于利水。本方纳桂附于

滋阴药中，意不在补火，而在于微微生火，取桂枝温

通之性，阴中求阳，鼓舞肾气，人体精血津液的生理

运行赖于肾气的推动、温煦作用归于常道，水液运行

复常”。

１１　求证《金匮要略》原文分析　《中风历节病脉
证并治第五》曰：“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尤在泾

云：“湿寒之气随经上入，聚于少腹，为之不仁，是大

量驱湿散寒之剂所不可治者，须以肾气丸补肾中之

气，以为升阳化湿之用也。”尤氏称该方升阳之用，意

在化湿，强调气行则湿化。《血痹虚劳脉证并治第

六》曰：“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

气丸主之。”《心典》示：虚劳之人，损伤少阴肾气，故

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八味肾气丸补阴之虚，

可以生气，助阳之用，利于化水。《痰饮咳嗽病脉证

并治第十二》曰：“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

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本证脾肾气虚，气化

不及，本证健脾益肾两法均可培补脾肾之气，故两法

均可运用，体现了中医同病异治之理，更充分体现气

化水行之理，并无阳虚之论。《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

并治第十三》曰：“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

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此证因肾中精气不足，不能

蒸腾津液以上润，又不能化气以利水，故饮一斗，小

便亦一斗，法以益肾之气，充养其阳，以恢复其蒸津

化气之功，则消渴自除，本以固肾益气为主。《妇人

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云：“问曰：妇人病饮食如

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

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

愈，宜肾气丸主之。”本证肾气虚弱，膀胱气化不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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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另外肾者，胃之关也，肾阳尚盛，故患者饮食如

故，津能载气，故小便利则愈，肾气得充，气化水行。

《金匮要略》论本方，皆有小便不利或小便反多之

症，故其证之实质为肾主水液功能失调，蒸腾气化失

常，关门不利，故见小便不利或小便反多。

１２　肾气丸的药物组成分析
１２１　药物组成　干地黄八两、山茱萸四两、山药
四两、泽泻三两、茯苓三两、牡丹皮三两、桂枝一两、

附子（炮）一两。常师考究认为原方干地黄用量最

大为君药，体现了“损其肾者，益其精”之意，缪仲醇

称：“干地黄乃补肾家之要药，益阴血之上品。”，方

中臣药，以山茱萸之酸温以补肾固精、益肝养血，佐

以泽泻、茯苓、牡丹皮，且每味药用至三两之多，超出

补阳药几倍，主要体现本证肾气不足，水湿内停，取

三药利水渗湿之效。方中附桂为佐使药，用量为地

黄１／４，用意并非温补肾阳，而是取其“少火生气”之
义。柯韵伯曰：“此肾气丸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

一，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肾气也。故不

曰温肾，而名肾气”。正如张山雷所云：“仲师八味，

全为肾气不充，不能鼓舞肾阳，而小水不利者设法。

水液代谢失常之变而立。

１２２　桂枝功效　方用桂枝而未用肉桂，“桂枝禀
少阳之木气，通利三焦，古人用桂枝，取其宣通血气，

为诸药向导，即肾气丸古亦用桂枝，其意不止于温下

也”［１］。常师认为，无论从仲景立方原意，或从药物

组成分析，肾气丸功效为平补肾气、通阳利水较为贴

切，如柯韵伯云：“命门有火则生肾气有生气矣。故

不曰温肾，而名肾气，斯知以气为主，肾得气而土自

生也，且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２　常师临证广泛应用金匮肾气丸汤方，多能取效
２１　治疗心系疾病
２１１　冠心病　“冠心病”“心绞痛”属于中医的
“胸痹”“心痛”“真心痛”的范畴［２－３］。《灵枢·五

邪》中提到“邪在心，则病心痛”，说明心痛的病变部

位在心。《素问·刺禁论》曰：“心布于表，肾主于

里”，说明心肾表里呼应。《医贯·玄元肤论》曰：

“五脏之真，惟肾为根”，肾为脏腑阴阳之根本，肾气

之盛衰关系到人体脏腑功能正常与否，心气亦根源

于肾气的资助。常师认为若肾气亏虚，蒸腾气化失

职，心血运行无力，病久气滞血瘀，发为胸痹心痛，肾

气亏虚，亦可致脾失健运，气血化源不足，营血亏少，

脉道不充，血行不畅，发为胸痹心痛。所以对于胸痹

治疗，针对心脉痹阻这个主要病机治疗固然重要，更

重要的是治病求本，固护肾气。临床常见胸痛憋闷，

气短心悸，动则更甚，少气懒言，神疲乏力，舌淡红边

或淡暗有齿痕，苔薄白，脉细弱或沉涩。治宜补肾益

气，活血通络。常师遇血瘀心痛重者，常用金匮肾气

丸汤方加丹参、桃仁、红花、赤芍、延胡索等加强活血

化瘀止痛之效；如遇气虚者乏力胸闷重者，加黄芪、

人参等益气之品或与瓜蒌薤白桂枝汤合方加减。

“冠心病”“心绞痛”从肾论治反映了中医治疗疾病

的整体观念，不孤立看待各脏腑，见心之病不独治

心。常师治疗许多“冠心病”“心绞痛”尤其是慢性

患者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肾气虚征象，施以金匮肾气

丸汤方平补肾气、通阳理痹之法，每获佳效，远期效

果较好。常师认为“冠心病”“心绞痛”之气滞血瘀

证、气虚血瘀证参照此法辨证施治取效明显。基于

金匮肾气丸通阳作用临床可用于治疗缓慢性心律失

常如窦性心动过缓、窦房和房室传导阻滞、病态窦房

结综合征、室上性和室性逸搏等。

２１２　慢性心力衰竭　慢性心力衰竭是临床常见
病、多发病，主要特点是呼吸困难、水肿和乏力。属

中医“心水”“喘证”“水肿”等范畴，病位在心，以心

之阳气虚衰为本，血瘀痰浊，水饮内停为标。故心脏

阳气亏虚是心衰的内因，是心衰发病及转归预后的

决定因素［４］。金匮肾气丸汤方附子辛温大热，温肾

暖土以助通阳；桂枝温通心阳、化气利水；茯苓、泽泻

益气健脾、导水下行，临床应用时可加用苍术、薏苡

仁以增强益气健脾利水之功；牡丹皮凉血化瘀，可加

用薤白、檀香之类增强行气活血之力；地黄、山茱萸、

山药颐养先后天之阴液，培元固本，滋阴通脉，全方

温补肾气、通阳利水之功效凸显。

２１３　失眠　常师临床见失眠多年，久治不愈者，
夜难入睡，寐中不实，晨起头昏，注意力不集中，伴腰

酸，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之不寐多责于肾气虚损，

肾中精气不足，不能上承于清窍，肾失蒸腾气化，脾

阳不温，火不暖土，水谷精微不能化生气血，心神失

养，失眠的病机关键在于心神不安，引起失眠，病本

在肾，故温肾健脾，填精安神为治，以金匮肾气丸汤

方加丹参、酸枣仁、牡蛎等治疗，收效显著。

２２　治疗肺系疾病
２２１　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是一种变态反应
性疾病，从免疫学机理来看［５］，机体吸入变应原后发

生抗原抗体反应，产生鼻部不适症状。中医学认为

是脏腑功能失调［６］，主要责之肺、脾、肾三脏，外因多

为风寒、异气之邪侵袭鼻窍所致，其根本病机是本虚

标实。常师认为，此病属于鼻鼽的范畴，病机为肺气

亏虚，卫表不固，感受风寒外邪，津液停聚。肾主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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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为气之根。《景岳全书》中说：“五脏之阳气非肾

不能发”。人体肾气发生虚损，其肺气也会受损，从

而引发过敏性鼻炎等鼻部疾病。金匮肾气丸具有补

肾气、利水化饮的功效，可有效地治疗此病。常师使

用金匮肾气丸合苓桂术甘汤加辛夷花、苍耳子坚持

治疗月余多能取效，同时针对慢性鼻渊病即慢性鼻

窦炎则常用金匮肾气丸合五味消毒饮为治，亦可取

效。

２２２　慢性气管炎　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临床上
的常见病、多发病，中医学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反复

发作，久病及肾，肾不纳气，易于出现呼多吸少，动则

喘甚等。常师认为，此病患者见痰多清稀、呼吸气短

的症状，其病因肾气亏虚、不能纳气所致。金匮肾气

丸具有补肾、纳气、宣通肺经的作用，临床使用金匮

肾气丸汤方合苏子降气汤可有效治疗。

２２３　肺气肿、支气管哮喘　任建华［７］等在常规西

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补肾平喘通络汤治疗该类疾病

稳定期，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常师认为该病缓解

期或后期常表现为肾不纳气证候。肺为气之主，肾

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说明气的不足与肾

有密切的关系。赵献可说：“真元损耗，喘出于肾气

之上奔……乃气不归之地。”临床使用金匮肾气丸治

疗常获良效。可加入补肾纳气的五味子、胡桃肉、菟

丝子等，痰多可合二陈汤、三子养亲汤。

２３　治疗月经病　常师使用金匮肾气丸汤方治疗
痛经，取得满意疗效。

２３１　育龄期　常师认为育龄期女性行经时见腰
腹坠痛、恶心欲吐、手足冰冷、头面出汗、面色发白、

肢体乏力等症状，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细略弦者。

属肾气亏虚，精血虚少，冲任不调，使胞宫经血流通

受阻，不通则痛［８］，宜温肾益气，填补阴精，调理冲任

为治。常师予金匮肾气丸汤方加减调理，多于３个
月左右痛经症状基本消失。

２３２　青春期　青春期患者原发性痛经见少腹坠
痛，恶心欲吐，手足冰冷，头面汗出，月经延后，量少

色淡，无凝血块，带下清稀，多见形体瘦弱，面色微

白，肢体乏力。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细者属肾气

未充，精血虚少，冲任不调，治宜温肾益气，填补阴

精，调理冲任。中医学认为禀赋素虚［９］，精血不足，

经行血海空虚，子宫、冲任气血失于濡润；加之经期

易于感受寒邪，寒克冲任，与血相搏，流注冲任，蕴结

宫中，气血失畅，经前、经期气血下注，子宫、冲任气

血壅滞更甚，虚实夹杂，使之经行腹痛，常师认为肾

虚精少，天癸不能按期充盈，冲任气血不调，经行之

后，血海空虚无以滋养，不荣则痛。临床予以金匮
肾气丸合温经汤加减调理，则肾气充实，冲任气血流

通，气顺血和，经行畅通，通则不痛，自无疼痛之患。

２４　治疗肾系疾病
２４１　慢性肾炎　慢性肾炎患者见表现为肾气虚，
尿检见蛋白、白细胞及管型，常师认识该病为脾肾气

虚，肾络不利，治宜温阳化气，泄浊和络，用金匮肾气

丸汤方治疗常获良效。尿蛋白多时可加黄芪、枸杞

子、牛膝。白细胞多可加白术、龟甲等。

２４２　肾病综合征　常师认为肾病综合征的辨证
治疗需遵循“观其以往，以治现在；观其现在，须顾将

来。”的理念，患者病情既久，命门火衰，肾阳不足，脾

阳虚惫，不能化气利水，致水湿泛滥而肿，尿中蛋白

责于肾之封藏失职，审证求因，该病多属于虚实错

杂，本虚标实之证［１０］，其中瘀血是病理发展的产物，

也是促进肾病综合征病情发展的重要因素，治病求

本，予以金匮肾气丸汤方合车前子、泽兰、丹参等益

气温肾，活血利水，气化功能复常，水湿自运肿亦消。

２４３　肾积水　常师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无论单
见肾积水或结石伴积水，久病及肾，多予以金匮肾气

丸汤方以补益肾气，通阳利水，肾气振奋，蒸津化气，

利于积水结石排出体外，奏效颇佳。

２５　治疗脾胃系疾病
２５１　口腔溃疡　唐代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治疗采取温阳补肾，辅以育阴运气，求平降炎上之无

根之火。常师认为复发性口腔溃疡久治不愈见面色

灰白，神疲乏力，腰膝酸软，便稀尿清长，舌淡苔白，

脉似洪大，按之无力，尺脉微弱。证属肾气下损，虚

阳上浮，治宜温肾纳气，滋阴降火，引火归源。常用

金匮肾气丸汤方加薄荷、地骨皮、车前子等治疗，常

能收到满意疗效。

２５２　脾肾气虚　常师认为脘腹坠胀不适，餐后、
久站及劳累后加重，易饱胀，嗳气，或伴呕吐清水痰

涎，纳差食少，排便不畅，神疲乏力，面色萎黄，形体

消瘦，喜暖畏寒，腰膝酸软，舌淡，苔薄白，脉沉细无

力者辨证当属脾肾气虚，中气下陷。治以温补脾肾，

益气举陷之法。予金匮肾气丸汤方合补中益气汤温

补脾肾，助脾气之升运，举下陷之脏腑。

２５３　脾肾阳虚　常师认为见胃脘部隐痛、喜温喜
按、四肢（尤其是两足）易凉、舌质淡、脉软弱者当参

照金匮肾气丸汤方治疗，此即所谓肾为胃之关之理，

凡见脾胃疾病久病不愈者往往损及脾肾之气，当温

肾健脾，益气通阳为治。

２５４　治疗便秘　中医认为，肾开窍于二阴，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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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因此，肾气虚患者可出现便秘和尿失禁等

症状。根据此理论，常师临床使用金匮肾气丸治疗

肾气不足、气化无权型便秘，取得理想效果。认为清

气升而浊气降，清气走五脏，浊气归六腑，使正气得

扶，邪气得除，故而脏腑安和，各得其所［１１－１４］。用金

匮肾气丸加肉苁蓉、补骨脂等治疗此型便秘多能收

效。

２６　肢体疾病
２６１　腰痛　常师认为腰痛同痰凝、寒湿、肝肾不
足等有关，常师从脾肾与水液代谢的辨证关系出发，

结合肝肾同源之理分析：久妄作劳之人，肾气受损，

卒受风寒湿冷之邪，因循肾经侵袭肾之腑，痹阻于腰

部，发为寒湿腰痛；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肺

肾气虚，津液代谢紊乱，肾气鼓动无力，发为痰凝湿

阻，湿性趋下，侵袭腰脚部位；肝肾同源，肾水涵养肝

木，肾气不及之人，肾阴生化无源，腰府失养发为腰

酸膝软。临床研究表明，平衡针在腰椎间盘突出症

治疗上不仅疗效确切，而且即刻镇痛作用明显，较毫

针更强。中医学认为多由肝肾不足、风寒袭络、经脉

痹阻，属本虚标实，以虚为本，责之于肝肾，以实为

标，主要责之于风寒湿邪及外伤瘀血。常师参照以

上研究与临床辨证常用金匮肾气丸汤方合独活寄生

汤加减处理，取得较好疗效。

２６２　足跟痛　著名中医秦伯未指出：“足跟疼痛，
虽系小疾，宜峻补”。常师使用金匮肾气丸汤方加枸

杞子、巴戟天、补骨脂、骨碎补等药物治疗此病，一般

临床治疗３个月多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综上所述，常师临床擅用金匮肾气丸汤方治疗

多种疾病，缘于病久责于肾之理，肾为先天之本，水

火之脏，五脏六腑之本，五脏阴阳调节中心，肾气盛

则五脏得养，肾气衰则五脏阴阳失调，金匮肾气丸方

中三补三泄，又有桂附微微生火，故能滋补肾气，肾

气充盛则蒸腾气化功能如常，脏腑各安其位，阴平阳

秘，机体各项生理功能正常进行。肾气不足则可引

发机体蒸腾气化功能下降导致一系列病证如：水肿、

小便不利、消渴、腰痛、头晕、烦躁、失眠、不孕不育

等，故常师从机体生理病理入手，着眼于肾主气化，

临床应用金匮肾气丸汤方取其补益肾气、通阳利水

之功治疗内、外、妇各科疾患均能取得较佳疗效，缘

于治病不离于肾，求之于肾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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