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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芪首载于我国古代第一部本草著作《神农本

草经》, 为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蒙古黄芪或膜荚黄芪

干燥的根。黄芪为临床常见的补气药品,性味甘温,

入肺、脾经。我从事药行多年,常在处方中接触黄芪,

对其应用有些体会,简介如下。

1　黄芪的应用

1. 1　对汗液作用: 中医讲脾主四肢肌肉, 脾胃虚则

四肢皮肤腠理不固,汗液自泄, 气有固涩作用,能使

汗液分泌正常。黄芪有“实腠理”之功,凡临床阳虚自

汗、气虚自汗均能治之。气虚、阳虚可导致汗自出,谓

之自汗,又可导致无汗,黄芪通过补气大途径使临床

表现趋向相反的病症皆以疗之, 是中医辨证论治、异

病同治的具体体现,故古人曰: 黄芪无汗能发,有汗

能止。

1. 2　对皮肤温度的作用: 温昂在《本草备要》中指

出:黄芪“温分肉”。临床常见患者皮肤温度低或上肢

与下肢温度有差异,或两侧肢体温度不一样,西医对

此尚无良策, 中医拟补气法以调营卫,营卫气血足则

血脉流通,血活则凉自退, 不治凉而凉自无, 可以说

特推黄芪为治疗本症核心药实为治本之法, 气行则

血行;气足则血循之动力生,常收到理想效果。

1. 3　黄芪为脾气虚症之主药:脾气为人体生命活动

的主要营养来源之一, 古人精辟地命名“后天之本”,

可见脾气盛衰和人体健康与否, 生命的延伸关系甚

为密切。脾气虚临症辨别要诀: 望诊面色恍白, 闻诊

声音低微,问诊四肢倦怠,切脉沉细无力。临证常以

黄芪为主要配伍,著名方剂四君子汤、六君子汤、保

元汤等皆依此衍生,看似平淡无奇,但在中医临床中

占有重要席位,不可低估。

1. 4　黄芪对外感反复不愈的作用:临床常见有些病

人患外感病后反复不愈,或见于体虚易感之人, 缠绵

不愈,喷嚏连连,鼻流清涕, 畏风,中医传统经验以黄

芪为主药配以防风、白术。黄芪与防风本为相畏药,

同用有相畏而又相使之用, 古人谓之玉屏风散, 碾成

细末,每日 3次, 每次 6～10 g 服之。四大名医蒲辅

周生前常用之并力荐此法, 经验证效果可靠。

1. 5　黄芪为恢复人体疲劳之主药:中医认为:“肝为

罢极之本”,为耐受疲劳的器官。当前经济迅速发展,

社会生活节律加快,人们处于信息社会瞬间变化万

端,疲劳综合征常见。所以急需选择治疗药品,以黄

芪为主药恰恰解决这个难题, 服后能使人体较快地

恢复疲劳,增强耐受疲劳能力。近代研究亦证实黄芪

能增强人体抵抗力、免疫力。当出现疲劳感时可用黄

芪一味当茶饮, 三五日后可使疲劳逐渐消失。

1. 6　黄芪为治疮痈之圣药:中医外科认为疮痈皆外

感六淫七情所致,气血凝聚结而为疮,近代临床常用

清热解毒大剂投之临床或可治愈,但临床上服大剂

清热解毒而不效者亦有之, 老一辈中医外科常加以

补气的黄芪使疾病迅速痊愈。笔者见之疮痈不溃者

加服黄芪迅溃, 疮痈不消者黄芪内托以迅消, 由此深

深感悟中医气化之说的深奥, 中医宝库的博大精深。

2　小结

如何用好黄芪, 使黄芪药尽其用,笔者以为还需

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2. 1　剂量问题:中医传统极重视这个问题,古有“中

医不传之秘在剂量”之名言足以佐证。在诸多医家经

验中有以黄芪 3 g 取效者, 亦有以黄芪 120 g 治愈

者, 之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可以一斑以窥全

豹。笔者认为黄芪 3 g 为轻, 有四两拨千斤之力; 黄

芪 120 g 之重,钝补正虚之处以复器官正常功能。

2. 2　时机的抉择:中医辨证论治中时机的把握, 源

于对望闻问切材料细心全面收集(不能有遗漏)后,

综合判断, 客观而不是主观地选择时机,何时该补,

小补、中补、大补或先补后泻, 或补泻兼有,或权衡补

泻比例,皆为实际问题,细心推敲必有所得。

2. 3　在煎法上做文章: 这也是很值得探讨的课题,

笔者经验重用黄芪时在煎法上可先煎使药力充分溶

出,发挥君药作用迅建奇功。

以上仅是个人研究黄芪的一点心得,尚待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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