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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辛味药性表达及在临证配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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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中药五味中辛味的中医内涵、辛味中药的来源、辛味与药性理论的关系等进行了归纳总结。通过电子鼻、电子舌

等现代仿生技术结合化学分离分析方法，提出辛味在味觉和嗅觉的表征方式及其物质基础拆分表征研究思路。最后，对辛味

药性理论在临证配伍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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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authors summarized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five tastes, analyzed the source of 

pungent-taste herbs, and reviewed the relationship of pungent-taste and nature of the herbs. Using bionic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 

tongue and electronic nose together with chemical separation method, the investigation idea to express the sense of taste-smell and 

s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of pungent-taste herbs was put forward. At last, we discussed the theory of the pungent herbs on the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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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主

要内容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配伍、有毒无

毒等，其中五味理论又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指导中医临床组方用药的重要依据。辛味

属于中药五味之一，辛味药主要归肝、脾、肺、胃

经，其性大多温热，气芳香，具有“能散、能行”

等功效[1]。本文对“辛”味药性的表达及临证配伍

应用进行详细的探讨和论述，以期为中药临证配伍、

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1  中药五味中辛味概念及其内涵 

1.1  辛味的原始涵义辨析 

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中对辛的描述：

“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其中提到辛代表辛味，

辛辣痛苦就会流泪。《养生要》李善注：“大蒜勿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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荤辛害目”，说明辛作为辣，是口尝的滋味。辛也作

为鼻闻之气味，《洪范》曰：“金从革，从革作辛”；

孔颖达疏：“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

近辛，故辛为金之气”[2]。从孔颖达的诠释“金之

在火，别有腥气”判断辛应为鼻闻之气味。根据《素

问•五常政大论篇》中五脏、五行、五味、五色与自

然界五化的关系，其中辛味对应于肺体系，结合《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阴味出下窍，阳味出上

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

为阳中之阴”。王冰对这段文字注解：“味有质，故

下流于便泻之窍；气有形，故上出于呼吸之门。”中

医讲肺开窍于鼻，因此王冰注解的“呼吸之门”应

指鼻窍，所以药物之“气”指的是鼻闻之气味。故

中药辛味是指口尝滋味和鼻闻气味 2 种[3]。例如，

辣椒的辛味为口尝之滋味，川芎的辛味是鼻闻之气

味。因此，辛味的原始涵义不同于其他四味，辛味

包括气味与滋味 2 种。 

1.2  辛味的功效内涵 

关于辛味药的功效，首次记载于《内经》，其中

《素问•脏气法时论》记为“辛散，酸收，甘缓…”，

《内经》称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

津液，通气也”。《类经》也有记载：“阴病者苦燥，

故宜食辛以润之，辛能开腠里致津液者，以辛能通

气也”。《医经密旨》记述：“辛能燥，从开窍走津液

故也”。《珍珠囊补遗药性赋》记有“辛能散，能润，

能泻”。清代汪昂《本草备要•药性总义》中论述辛

味药的功效为“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古人

一般认为辛能散、能行、能润、能燥[4]。现代《中

药学》第 2 版讲辛味药，其基础功效为能散、能行，

通常认为辛味药还有能润、能通、能化、能升等方

面引申功效。 

辛能散，可以将辛散理解成散表邪、散里寒、

散结滞，《注解伤寒论》曰：“细辛、干姜之辛，以

散水寒”；《医学读书记》曰：“半夏、干姜之辛，能

散其结”。辛味药“能散”的功效体现 3 方面：一是

散表邪，表邪指侵犯人体肌表的风、寒、暑、湿、

燥、火六淫之邪，外感表证与肺脏功能失调密切相

关；辛味解表药多归肺经，偏行肌表，具有外透之

力，通过促进机体发汗、开泄腠理来发散肌表六淫

之邪[4]。《内经》所谓：“其在皮者，汗而发之”。解

除表证的辛味药物分为辛温解表：麻黄、桂枝、紫

苏、生姜、香薷、荆芥、细辛、藁本等；辛凉透表：

薄荷、桑叶、菊花、葛根、柴胡、升麻等。这些药

物的解表功能，均取其辛能发散以祛除表邪之性。

二是散里寒，《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辛甘发散为

阳”，指出辛味属阳。中医讲寒者热之，而辛味之品，

性多温热，善走脏腑而能温里祛寒，《注解伤寒论》

曰：“附子之辛以散寒”“干姜之辛以散里寒”。三是

散结滞，结滞多是外感六淫邪毒与局部气血痰湿郁

结所引起痰核瘰疬、痈肿疮毒等证，辛味药散结滞

即外散六淫邪毒，内疏气血郁结，使气血运行正常，

而起消散痈结之作用。《注解伤寒论》云：“半夏之

辛以散结”。 

辛能行，《医学启源》曰：“辛泻气”；《内外伤

辨惑论》记载：“辛味下咽，先攻泻肺之气”；均说

明辛具有能行气，破气之功效。气为血之帅，血为

气之母，气能推动血液循行于脉内，辛能行气，亦

能行血，辛味药能调达气机升降，通行血脉，使气

血运行通畅。《本草汇言》曰：“芎，气善走窜而无

阴凝黏滞之态，调一切之气”。 

辛能润，“辛润”一词出自《素问·藏气法时论》：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目前对辛润有 2 种认识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辛润的

作用不是其本身造成的，而是通过辛味药发散、行

气和行血的功效来协助肾蒸腾气化以实现润燥的作

用，《注解伤寒论》：“辛以润之，干姜之辛，以固阳

虚之汗，津液不足而为渴”。《素问玄机原病式》指

出：“辛热之药，能开发肠胃郁结，使气液宣通，流

湿润燥，气和而已”。辛润是辛行、散的一种结果，

其功效的本质是一样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辛润药本

身就具有润养之功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

出：“柏子仁性平而不寒不燥，味甘而补，辛而能润”，

将“辛润”理解为药物本身所产生的作用。 

1.3  辛味中药归纳和分析 

1.3.1  辛味药的主要来源  以《中国药典》2010 年

版[5]为依据，主要收载中药 617 种，其中具有辛味

的 230 种（包括兼味），占总数的 37%；230 种辛味

药，矿物药 6 种，动物药 7 种，藻类 1 种，其他 2

种，其余均为植物药，占总数 93%，由此可以看出

辛味药多数来源于植物。从入药部位来看，主要以

根及根茎为主。从科属来源可以总结，辛味中药虽

然涉及的科属比较多，但是辛味中药的分布还是主

要集中在几个主要的科属，《中国药典》2010 年版

中辛味药的科属来源见表 1。 

1.3.2  辛味与四气的关系  “四气”又称为“四性”，

是指药物具有寒、热、温、凉的药性。明朝缪希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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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辛味药主要的科分布 

Table 1  Main distribution of pungent-taste herbs in family 

科 辛味药 

菊科 23 

唇形科 16 

伞形科 15 

姜科 15 

芸香科 12 

天南星科 10 

毛茛科 9 

豆科 8 

 

云：“物有味必有其气，有气斯有性。”强调药性是由

气和味共同组成的，只有将二者结合看待才能正确地

辨识药物的作用。辛味与温热药性相结合，常用于脘

腹胀满、呕恶等证，与寒凉药性相结合，用于肝阳上

亢或风火上炎等证。归纳总结《中国药典》2010 年版

中辛温（热）药 147 种，辛寒（凉）药 48 种，辛平

药 35 种，由此可以看出辛味多以温（热）药性为主。 

1.3.3  辛味与归经的关系  归经是指某些药物对人

体特定部分具有选择性治疗作用，即某些药物对某

些脏腑经络有特别的亲和作用。《素问•宣明五气篇》

云：“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

是为五入”。《灵枢》指出：“谷味辛，先走肺”。《类

经》指出：“辛入肺，辛化从金也”。《本草备要》曰：

“色白，味辛，气腥，性属金者，皆入手太阴肺、手

阳明大肠经”。以上均说明辛味药与脏腑构成了相对

应的关系，进而能选择性地治疗相应脏腑疾病。辛

味药与归经的关系见表 2。从此，可以看出辛味药

归经范围广泛，但主要归肝、脾、肺、胃经。 

1.3.4  辛味与升降浮沉的关系  升即上升提举，降

即下降趋下，浮即发散趋外，沉即内敛趋内。升降

沉浮即药物作用于人体上下表里的作用趋势。药物 

表 2  辛味药与归经的关系 

Table 2  Relationship of pungent-taste herbs and channel 

tropism 

归经 辛味药 归经 辛味药 

肝 107 大肠 27 

心 43 小肠 4 

脾 102 膀胱 17 

肺 95 三焦 2 

肾 53 心包 3 

胃 77 胆 9 

气味厚薄能够决定其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内经》

曰：“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

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者发

热。”王好古指出：“味薄者升，甘平、辛平、辛微

温、微苦平之药是也”。李时珍亦指出：“酸、咸无

升，辛、甘无降”。《本草备要》亦指出：“辛甘发散

为阳，轻清升浮为阳，阳气出上窍。”由以上医家的

论述可知，辛有升、浮之性。 

2  辛味在味觉和嗅觉的表达 

通过《素问》对气味的论述，可以概括“辛”

包括气味和滋味 2 种特性，那么要知道辛味如何在

味觉和嗅觉表达，首先应了解味觉和嗅觉产生的基

础原理。 

2.1  辛味在味觉的表达 

味觉的发生是一种味觉物质作用于味觉感受

器，产生相应的味觉信号，然后味觉信号经过细胞

内信号传导、神经传递等过程，最终传送至大脑[6]，

味觉产生源于味觉物质、相关受体和离子通道三要

素。近些年，学者对味觉受体的发现和有关味觉受

体所涉及的信号传递等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让人

们对味觉产生的认识更深入。目前已经发现的味觉

相关受体包括苦味、甜味、酸味、咸味受体，它们

分别是 TAS2Rs 家族、T1R2 和 T1R3、PKD2L1、

ENaC 以及与辛味相关的 TRPs 离子通道家族[7]。研

究发现大多辛味中药的化学成分能够调节 TRPs 离

子通道，即辛味中药能够通过 TRPs 离子通道表达，

TRPV1 受体属 TRPs 家族，关于 TRPV1 目前已有

很多报道，例如辣椒素、肉桂醛等成分可以激活

TRPV1 离子通道[8]。王星等[7]根据药效团虚拟筛选

手段，研究 TRPV1 受体与中药辛味药性两者的关

系，提出辛味药性通过口尝发挥药效的靶点是

TRPV1 离子通道。因此，可以认为辛味中药药性表

达可能与 TRPs 家族离子通道有一定关系。 

2.2  辛味在嗅觉的表达 

嗅觉的发生是某种气味分子作用于嗅觉受体，

产生相应的电信号，然后电信号通过神经系统传送

到大脑。关于嗅觉系统的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

Buck 和 Axel[9]克隆并剖析了嗅觉受体基因，而且探

索到了超大规模嗅觉受体基因家族，首先在嗅觉研

究领域取得伟大进展。嗅觉受体也就是气味受体，

是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s）的一种[10]，具有传导

嗅觉信号的作用，辛味中药多有浓烈的气味，当具

有辛味的气味分子与嗅觉受体分子结合后，即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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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应动作电位，嗅神经元把动作电位传递至大脑

嗅球中被称为“嗅小球”的微小结构，修饰、编码

后，经过嗅球的输出神经元把嗅觉信号传递到大脑

皮层，在大脑皮层能够对不同的气味进行识别[11-12]。

因此，人体是通过辛味中药的气味分子作用于嗅觉

受体来辨别辛味中药的。 

2.3  电子鼻、电子舌等现代仿生技术在辛味表征中

的运用 

以前人们对中药气味的判定局限于鼻闻和口

尝，然而人工评价具有个人区别和判断的主观性等

一系列缺点，致使历代书籍对中药气味的记录有所

差异，电子鼻、电子舌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

种分析、识别气味的新型检测手段。电子鼻和电子

舌客观评价气味，其检测结果具有高度的灵敏性，

同时具有可靠性。电子鼻也称人工嗅觉系统，模拟

嗅觉而设计能够识别气味的电子系统，内置多个气

敏传感器阵列，可以获得不同的嗅觉信息；电子舌

也叫做人工味觉体系，它是一种能够辨识味道的电

子系统，通过模拟了人类味觉感受机制而设计的，

内部有多种传感器阵列，可以获得大量的味觉信息。

电子鼻、电子舌两者都是对阵列数据进行处理，通

过结合模式识别算法和多变量分析方法，继而取得

检测样品信息的分析仪器[13]。电子鼻、电子舌技术

目前广泛应用于药学领域，电子鼻技术应用于中药

鉴定，实现了对不同中药材的鉴定[14]；同一药材不

同品种、不同产地的鉴别（苍术）[15]；同品种药材

不同贮藏时间的鉴别（西洋参）[16]；同品种药材不

同炮制品、不同炮制规格配方颗粒的鉴别（白术）[17]。

电子舌技术主要运用于带有苦味的中药以及中药复

方味觉的评定和质量的控制[18-19]。国内也有学者用

电子舌技术对种类、产地和生产批次均不一样的辛

味中药进行检测，电子舌对于上述不同类型的中药

样本均能完全区别开来[20]。现代技术电子鼻、电子

舌在辛味中药表征中的运用逐渐成熟。根据电子鼻、

电子舌等现代仿生技术结合化学分离分析方法，提

出辛味在味觉和嗅觉的表征方式及其物质基础拆分

表征研究思路（图 1）。 

3  辛味物质基础表征研究分析 

辛味药主要是味觉和嗅觉对药物分子的感觉，

是有其物质基础的，化学成分不同，其味有差异，

其作用亦有差别。由于中药的成分复杂，每种药物

通常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加之大多数药物的有效活

性成分还不清楚，因此学者们对辛味物质基础的实 

 

 

 

 

 

 

 

 

 

 

 

 

 

 

图 1  辛味在味觉和嗅觉的表征及物质拆分表征研究思路 

Fig. 1  Ideas on characterization of pungent taste in sense 

of taste-mell as well as material s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验研究相对较少，查阅文献可以看出，多是从总结

和归纳辛味药物所共有的几类化学成分入手，来推

测药物辛味的物质基础。例如严永清等[21]、郭建生[22]

分别对 460 味常用中药中的 183 味辛味药，80 种植

物辛味药进行归纳总结，结果均表明，辛味中药主

要含 3 类化学成分，一是挥发油类，二是苷类，三

是生物碱类。孙大定[23]对《中药学》第 5 版教材所

载的 155 种辛味药进行总结分析，周复辉等[24]依据

《天然药物化学》第 4 版中辛味中药的主要化学成分

进行总结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基本与上述 2 位学

者一致，80 种中药含氨基酸、有机酸类成分，同时

具有刺激性、辛辣味的挥发油、苷类是辛味药药味

的物质基础[23]；辛味中药含萜类和挥发油类成分的

显然多于其他中药，因此认为萜类和挥发油类成分

可能决定传统中药的辛味[24]。 

以上结果可以得出辛味中药主要含 3 类成分：

挥发油类、苷类和生物碱类。这种总结归纳的方法

具有一定片面性，缺少实验证据的支撑，但是根据

前人的总结，可以有针对性的，采用现代科学技术

手段更加科学、合理地阐明辛味药物的物质基础。

匡海学等[25]创建了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基于

中药性味的可拆分性以及可组合性，提出了中药“一

药 X 味 Y 性（Y≤X）”的假说。通过对洋金花[26]、

吴茱萸[27-29]、麻黄[30]等中药的相关研究，建立了中

药性味物质基础的拆分方法，进行了各拆分组分的

化学表征研究，进一步构建了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

体系，进行了性味归属研究，阐明性味的科学内涵。 

中药 

辛味中药 

电子鼻 

电子舌 

仿生技术 化学分离分析 

药性物质表征 

辛味药进行归纳分析 

构建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 

辛味药性理论应用于临证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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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辛味药性理论在临证配伍中的应用 

辛味药功能作用的多样性，决定了辛味药广泛

应用于临床。近年来，辛味与五味的配伍研究最为

多见，如辛甘发散、辛甘化阳、辛开苦降、辛宣苦

降、辛散酸合、辛散咸软、辛行淡渗等[31]。本文对

辛味药治疗何种疾病，以及辛味与五味的配伍在疾

病中的应用进行了总结。 

4.1  脾胃病治疗中辛味药的应用 

辛味药治疗脾胃病是应用其能散、能行、能润、

能通等特性，来治疗脾胃升降失调、气机郁滞等证[32]。

辛开苦降法是治疗脾胃疾病的一种常用方法，是由

2 种分别具有辛温与苦寒性味的中药配伍应用，其

治疗脾胃疾病的机制是以升降为本，治脾以升、治

胃以降，辛以散之、苦以泄之[33]。张仲景的半夏泻

心汤是体现辛开苦降配伍法的代表性经典方剂，历

经几千年，在治疗脾胃病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体现了张仲景在脾胃病治疗中，使用辛味药以及将

辛味药与苦味药配伍使用的思路，为后来医者治疗

脾胃病建立了理论基础。 

4.2  肝胆病治疗中辛味药的应用 

根据《黄帝内经》：“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

以辛补之”的理论，后世学者总结了辛味药治肝之

基本理论——辛散和辛补。辛散法是通过辛味药具

有升发、宣散、能通、能行的功效，顺应肝的疏通、

调达升发等特性，调理肝功能继而达到保肝、治肝

的目的[34]。大多医家将“以辛补之”中的“补”解

释为用升散之品顺其性、解其郁，使肝性条达升发，

如吴昆云：“顺其性者为之补……肝木性喜散，故辛

为之补”，认为“辛散”与“辛补”是一个观念。但

是毛以林[35]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以辛补之”应

该是肝虚证的治疗规则，和“用辛以散之”不能当

作同一概念。同时提出对肝阴血虚者，用辛味药通

津以润燥；对肝阳气虚者，用辛味药温阳以散寒。 

4.3  糖尿病中辛味药的应用 

南征提出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是毒邪损及肾

脏络脉，研制了解毒通络保肾汤，临床上依据疾病

的发展变化趋势，灵活应用辛味药，通过辛行疏肝

解郁、辛化以解邪毒、辛通以通达经络等辛味药的

特性使解毒通络保肾汤的治疗效果显著提高[36]。 

万方[37]认为目前糖尿病发病机制大多为脾胃

失调，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产生原因主要是脾运化

弱而胃消化功能过强，脾胃升降功能失调，糖脂代

谢紊乱等方面因素。运用辛开苦降法治疗糖尿病及

其并发症，以开结、通阳、降逆、泄热为主要特点，

主要包括辛开苦降和胃降糖法、辛开苦降和胃降逆

法、辛开苦降和胃散水法、辛开苦降涤痰开结法、

辛开苦降清热利湿法、辛开苦降平调寒热法。 

4.4  眼病中辛味药的应用 

在眼科疾病临床治疗中，辛味药能够通过调达

气机、清热解表以祛除外邪和升阳举陷以治疗眼科

疾病。郑伟[38]将医院 276 例眼科患者随机分为 2 组，

依次进行正常医治和辛味中药医治，结果表明辛味

中药在眼科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4.5  皮肤病中辛味药的应用 

董正昌等[39]认为皮肤病是外邪侵袭，内邪外泄

于肌表，影响了肌表正常的营卫气血运行，使得邪

滞肌表、营卫失和。而辛味药能行、能散，可以通

过发汗解表来散除外邪，也可以通过理气活血来纾

解郁结。因此，辛味药可广泛用于皮肤病。厍宇等[40]

提出麻黄是治疗皮肤病的要药，麻黄可以发汗解表

透毛窍，又能入里达到外托疮毒之功效，可以治疗

风邪外束、营卫失和之皮肤病，治疗风热壅盛、表

里俱实之皮肤病，治疗肺气壅闭、湿热阻滞之皮肤

病，治疗阳气不足、阴寒凝滞之皮肤病。 

5  结语 

“辛”作为中药五味之一，原始涵义不同于其他

四味，辛味具有气味与滋味两重性，其药性决定辛

味药物具有能行、能散等功效。本文总结了辛味药

的来源，与四气、归经、升降浮沉的关系，以及运

用电子鼻、电子舌对辛味中药进行识别和表征，辛

味在临床应用中能与其他性味进行配伍，治疗肝胆

病、肠胃病、糖尿病等。辛味理论发展至今仍有许

多问题需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解决，例如，运

用化学分离等方法，获得不同的物质群，应用仿生

技术手段对辛味物质基础进行表征，应用生物实验

模型研究和阐释辛味在功效、四气、归经、升降沉

浮等方面的表达方式[41-42]，找到理论形成的依据，

以便更好地了解认识辛味药，指导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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