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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配伍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也是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一

个重要内容。中药配伍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中药学中的配伍 ,

即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 ,将两种以上药物配合使用 ;二是

指在方剂学中的配伍 ,即药物按君臣佐使的法度加以组合并

确定一定的比例。 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 ,是药物配伍应用

的较高形式 ,因此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 药物通过配

伍 ,能增效、减毒、扩大治疗范围 ,适应复杂病情及预防药物

中毒。

中药的配伍决不是药物之间的简单相加 ,配伍用药的恰

当与否 ,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 配伍规律中体现了中医基本

理论和整体观念、辩证论治的特色思想 ;体现了中药的基本

理论 ,其中涵盖了药物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毒性等方面

的内容 ;体现了中医临床各科的治疗大法和用药原则 ;体现

了中药用法、用量、制剂等用药法度。同时在中药现代化研究

进程中 ,随着世界医学个体化诊疗思想体系的重新确立 ,配

伍使用后的中药通过多种复合成分的灵活组合 ,可多途径、

多方面调节机体的动态平衡 ,用以适应人体病理变化多样性

的这一优势尤显突出 ,成为中药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中药

的配伍理论 ,按配伍的机制和其作用效果而论 ,大致可归纳

为相辅相成之配伍和相反相成之配伍 ,在中药的实际应用中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相辅相成的配伍意义

　　在中药的配伍关系中 ,相须和相使都具有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的应用意义 ,相须的药物多是性质和功能相类似 ,药

物合用后能明显增强疗效 ,而且是其中某药用量加倍亦无法

替代的 ,正如李时珍所云为“同类不可离”之配伍关系 ,其效

果也可以用 “ 1+ 1> 2”的比喻来形容 ,如众所周知的石膏配

知母、大黄配芒硝等便是如此。 相须的药物在历代名方中往

往同时作主要药物使用。

相使的配伍虽然也能增强疗效 ,但两药的主要功效和性

能不属同一类药 ,只在某一点上有交叉或类似 ,其配伍关系

存在着主辅之分。 主辅的确定除与药物的性能强弱有关外 ,

主要是以用量来区分。 辅药能增强主药的疗效 ,对临床用药

的指导意义是强化了主药对所治病症的针对性 ;对于一药多

能的药物通过辅药的配伍则对其某一功能明确了选择性 ,突

出了实用性 ,以便更集中地针对某一症候发挥作用。 例如荆

芥是以祛风为主的解表药 ,若配以苏叶则表散风寒 ,若配以

薄荷、菊花则可疏风散热 ;又如具有补气、升阳、利水的黄芪 ,

在分别配伍了白术、柴胡、茯苓后 ,则相应强化了对脾胃气

虚、中气下陷、气虚水肿等不同的治疗作用 ,从而突出了黄芪

的某一功能特点的应用效果。

2　相反相成的配伍意义

　　相反相成是指相反的事物有同一性 ,即两个矛盾方面相

互排斥、相互对立 ,并在一定条件下联结起来 ,获得同一性。

临床配伍用药时 ,也多遵循这一法则 ,利用药物性味、药势、

功用等方面的相互对立、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为用的性质和

规律 ,根据用药的主导思想 ,最终体现同一的治疗效果。

2. 1　药性相反的药物配伍: 在中药临床应用中经常有寒性

药和热性药同用者 ,其意义多有 3种 ,一是抑其性而取其用 ,

以一药之寒热之性针对病性 ,而取其另一药之具体功用治其

证候 ,这种寒热并用、温凉并用之例比比皆是 ,如石膏和麻黄

之配伍、大黄和附子之合用均属此义 ;二是寒热并治 ,用于寒

热错杂的病症 ,其中不论是上热下寒 ,还是表里寒热、寒热互

结 ,均可寒热药并用 ,如黄芩与半夏、干姜与黄连的配伍意义

均在于黄芩、黄连性寒清泻以除热 ,干姜、半夏性温开散以祛

寒 ,共同达到平调寒热、和其阴阳的治疗效果 ;三是反佐用

法 ,即在热药中少加一些寒性药或在寒药中投入少量的热性

药 ,多于病情危重发生拒药时 ,配用与君药药性相反的药 ,促

使机体对药物受纳 ,以利于主药治疗作用的发挥 ,从而起到

相反相成的疗效。

2. 2　药味相反的药物配伍: 药味之间没有绝对的相反 ,所谓

药味相反实际是体现在不同药味的具体作用上相互对立。如

从辛、酸药味的作用状态、性质而言 ,可理解为辛味呈促动

性 ,酸味呈滞动性 ,因此辛味和酸味药物相合的作用意义多

呈一散一敛之势。 桂枝与白芍配伍 ,桂枝辛温既发散风寒又

温助卫气 ,白芍酸寒收敛 ,可敛阴和营止汗 ,二者合用可奏调

和营卫之效 ;麻黄与白果 ,麻黄之辛可宣肺散邪 ,白果之涩能

敛肺定喘 ,二药一散一收 ,既可加强平喘之功 ,又可防止肺气

的耗散。

2. 3　药势相反的药物配伍: 中药的药势即指药物作用的趋

势 ,用升降浮沉理论加以概括。利用中药的升降浮沉之性 ,逆

其病势以纠正机体功能失常 ,其意义在于协调人体脏腑机

能。 如柴胡芳香疏泄 ,可升可散 ,具有升发透达之性 ,而黄芩

能清泻在里之热邪 ,二者相伍 ,一内一外 ,以达到和解少阳之

目的 ;同时 ,柴胡和枳实合用 ,以枳实之理气泻热破结辅佐柴

胡升发阳气 ,疏肝解郁 ,透邪外出 ,二者一升一降 ,加强了气

机的调畅而升清降浊 ,可用于阳郁厥逆及肝脾不和之证。 又

有栀子与淡豆豉的配伍 ,栀子苦寒 ,性缓下行 ,清胸中之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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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淡豆豉清轻升散 ,宣透郁热 ,升降有序 ,相反相成 ,对热郁

胸中之烦闷尤为切合。

2. 4　功用相反的药物配伍:药物的具体功效、作用是药物偏

性的直接体现 ,有些药物的作用机制是相互拮抗的、对立的 ,

而在中医辨证论治中却需要同时使用。 如补益与攻下 ,其药

物的配伍意义即为攻补兼施 ,如泻下攻积的大黄与益气养血

的人参、当归配伍 ,治疗气血虚弱之便秘 ,类似此法的配伍可

有很多 ,均为药物间功用有拮抗之义但又相成而用。

2. 5　反、畏药物的配伍:相反的药物应属用药配伍禁忌 ,即

“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药物。药物作用后会产生或增强毒、

副作用 ,临床应避免使用 ,但古方所论以及长期医疗实践证

明 ,传统的“十八反”、“十九畏”中的某些药物仍可以合用 ,如

甘草和海藻相反 ,而合用后增强了消肿溃坚之功 ,在用治瘿

瘤方面可增进疗效。另据医书记载 ,有半夏与乌头并用者 ,有

丁香与郁金配伍者 ,也有甘草与甘遂合剂者 ,这些相反药物

的配伍使用 ,在一定的范围内和程度上产生了相应的治疗效

果。 诚然 ,对于反、畏药的配伍使用目前尚在研究之中 ,其使

用效果取决于若干方面的条件 ,如甘草与甘遂的配用 ,其用

量比例须严格掌握 ,有研究表明 ,甘草剂量若大于甘遂则可

使原有毒性大大增强。因此对于相反药物的配伍应用仍须采

取慎重态度 ,不可盲目配用。

2. 6　有毒药物的配伍: 药物的毒性亦为药物的偏性之一。而

药物毒性的产生又与其偏性的强弱、剂量的大小、炮制方法、

给药的途径、用药的时间、剂型的选择以及药物的配伍、人体

的耐受程度等多种因素有关。其中药物配伍是消除或降低药

物毒性的重要环节之一。 这种配伍关系即相杀或相畏 ,在药

物炮制过程中体现这一配伍意义尤为多见 ;而在方剂组方原

则中则又成为佐制药的意义之一 ,即用于消除和减缓君、臣

药的毒性与烈性。 不论是在炮制中运用其配伍规律 ,还是组

方谴药时把握佐制药的法则 ,都是通过这种反相监制其药物

的偏性 ,最终达到治疗中所需要的协同相成的作用效果。

3　结语

　　中药治病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中药的偏性 ,以偏纠偏 ,调

整阴阳。 其偏性是以中药的有效成分作为物质基础的 ,中药

的成分繁多而复杂 ,相互配伍后 ,有作用协同而增效者 ;有相

互拮抗或抵消疗效、或减低毒性者 ;有相互反畏而增加毒性

者。 其中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 ,使中药的应用成为一个有

机的配伍过程 ,这正是中药配伍理论的应用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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