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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姜， 始载于 《神农本草

经》，

2010

年版《中国药典》记载

其性味辛、热，归脾、胃、肾、心、

肺经，具有温中散寒、回阳通脉、

温肺化饮的功效。古今医家对干

姜论述最多者也不外上述三种

功效，未明确提出干姜“除烦”的

作用，但《本经》谓其有“通神明”

之功效。 《伤寒论》 共载方

113

首，其中药味组成中含有干姜的

共

22

首，这

22

首方剂所治症状

中含有“烦”的共

8

首，因此，笔

者认为干姜具有一定的 “除烦”

作用，现从以下几方面论之。

1

“烦”之浅述

烦是指心中烦热不安的自

觉症状，多见于热证之中

[1]

。 《素

问·至真要大论》 云：“心中郁热

不安为烦，手足扰动不宁为躁。 ”

热证的产生多与阴阳失调有关，有实热和虚热之别，

其中虚热亦分阴虚内热、阳虚的真寒假热。均是由于

热扰心神，神明不通所致。 纵观《伤寒论》全书，导致

烦症产生的原因、机理，也多与阳热之气有关，而阳

热之气，亦有实热、虚热、真寒假热、寒热错杂等证，

这些都是产生“烦”这一症状的病机。因此，不可见烦

即清热泻火，当细究其因，“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2

《神农本草经》谓姜“通神明”

干姜，首见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中品，谓其

“气味辛、温，无毒，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

汗，逐风湿痹，肠澼下痢，生者尤良”。 同时，《神农本

草经》谓生姜“气味辛、微温，无毒，久服去臭气，通

神明”。 干姜与生姜同出一源，均为姜科植物姜的根

茎，一为干燥，一为新鲜，故二者在功效上亦有相同

之处。 生姜能“通神明”，干姜亦能主之，原文云“生

者尤良”。 医圣张仲景深刻领悟了《本经》的宗旨，举

一反三，运用姜能“通神明”的功效，来治疗因阳气

极虚，不能沉敛，虚阳上扰心神的烦证，起到了神明

通、烦即除的良效。

3

《伤寒论》运用干姜除烦的分析

《伤寒论》载方

113

首，其中含干姜者

22

首，这

22

首方剂所治疗症状中有“烦”的共

8

首。 以下对这

8

首方剂具体分析。

3.1

干姜附子汤 第

61

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

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

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阳旺于昼，阴旺

于夜，此阳气虚，于旺时尚能与阴相争，争则烦躁不

得眠；至阴时不能与争则安静；“脉沉微”亦反映三

阴虚寒。 故以干姜附子汤退阴扶阳。 此处干姜附子

相须为用，起到了助阳散寒的作用，阳气健旺不与

阴争，则烦自除也。

3.2

白通加猪胆汁汤 第

315

条：“少阴病， 下利，

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

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 ”此阳气大虚阴寒盛极，予白

通汤后反而出现了干呕、心烦之热象，其基本病机

为阴盛格阳，虚阳上浮，扰乱心神。 白通汤中加猪胆

汁之苦寒、人尿之咸寒，从阴寒之性引阳药内入，使

其不加格拒，达到治疗目的。 这是“甚者从之”的治

疗方法。 其中干姜用量一两，为全方最大，起到温脾

助阳散寒的作用，以治其本，脾肾得温，虚阳得下，

故烦自除矣。

3.3

茯苓四逆汤 第

69

条：“发汗，若下之，病仍不

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此条亦是阳虚烦躁，

机理亦为虚阳被阴寒所迫上扰心神， 必有下利清

谷、四肢厥逆等阳虚见症，方用茯苓四逆汤以补少

阴之阳，阳长则阴消，阴不迫阳则烦躁可自止。 方中

干姜用量（一两半）为除炙甘草（二两）外最大者，是

方中主药，起到了温阳散寒除烦的作用。

3.4

柴胡桂枝干姜汤 第

147

条：“伤寒五六日，已

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

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

枝干姜汤主之。 ”此处心烦是因少阳枢机不利，气机

周流阻滞，郁而化火，郁火扰心所致。 虽有黄芩除

热，但方中干姜辛温散结 ，助阳生津，鼓舞气化功

能，起到了火郁发之的效果，故亦能除烦。

3.5

栀子干姜汤 第

80

条：“伤寒，医以丸药下之，

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此处微烦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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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干姜味辛性热，具有温中散寒、回阳通脉、温肺化饮的功效，《本经》谓其能“通神

明”。 《伤寒论》中具有“除烦”作用又含有干姜的方剂有

8

首，细分析这

8

首方剂中干姜“除烦”作

用及其作用机理，认为干姜的“除烦”作用，是通过其温阳健脾、散寒通脉以及“通神明”的作用来

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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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热错杂之烦。 丸药大下则脾寒阴盛，胸膈有热则

微烦，此下寒上热，阴阳气不相顺接。 方中干姜二

两，用量最大，温脾以散下寒，栀子清上热，两药相

反相成，使上下阴阳相通则烦自去矣。

3.6

甘草干姜汤 第

29

条：“伤寒脉浮，自汗出，小

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欲攻其表，

此误也。 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

姜汤与之，以复其阳。 ”此乃伤寒兼有里虚，虚在中

焦，误用发表药，致使中寒阳气浮越扰心而烦。 方用

甘草干姜汤，干姜配甘草，辛甘化阳，驱寒补中，中

寒一除，脾胃阳复，则上越之浮阳自降矣，烦亦除

矣。 方中甘草量虽大，但干姜味辛，辛者能通能散，

乃散寒除烦之主药也。

3.7

甘草泻心汤 第

158

条：“伤寒中风， 医反下

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

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此非热结，但以胃中

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 甘草泻心汤主之。 ”此处心

烦，既可因大下后，脾胃虚弱，脾寒胃热，阴火内乘

所致，也可因邪热乘虚内陷所致，总之与脾胃虚密

切相关，属虚热错杂的烦症。 方中干姜用量（三两）

较大，起到了健脾散寒的作用，脾胃健旺，寒热得

平，扰心之虚火自除，则烦亦除矣。

3.8

乌梅丸 第

338

条：“……蛔厥者， 其人当吐

蛔。 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 蛔上入其膈，

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

人常自吐蛔。 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又主久利。 ”此

处是因厥阴寒热错杂，膈胃有热，脾肠有寒，蛔虫喜

温恶寒，若蛔虫上扰其膈，则发生心烦。 方中干姜用

量（十两）最大，起到了温脾散寒的作用，脾肠得温，

则蛔虫亦静，心烦则除。

以上

8

首方剂所治烦症， 有因虚寒致烦者，有

因寒热错杂致烦者，有因气机不畅致烦者，有因蛔

虫上扰致烦者。 干姜在上述方剂中用量均较大，甚

者为方中最大，在方中均为主药，起到了温阳化气、

温脾助肾的主要作用。 烦因热而作， 但此处所列

8

方，皆无实热，干姜在此起到了治病求本而除烦的

作用。

4

历代本草著作中对干姜除烦作用的记载

除《本经》谓姜“通神明”外，《医学启源》引《主

治秘要》云干姜有“通心气助阳”的作用；《景岳全

书》 谓干姜 “善通神明……开窍”；《医学衷中参西

录》云“干姜为其味至辛，且具有宣通之功”；《千金

宝要》记载治疗虚劳不得眠方，用干姜四两末，汤和

顿服， 覆取汗愈；《中医百家药论荟萃》

[2]

亦按云：

“《本经》云干姜‘通神明’，后世临床应用证实，干姜

有通心气助阳之功，用于真心痛、胸痹之神志失于

所主者确有疗效。 ”由此可见，历代医家虽没有明确

提出干姜的“除烦”功效，但其通神明、开窍、通心阳

等功效均可起到除烦之用。

5

现代药理对干姜除烦作用的证实

烦是指心中烦热不安的自觉症状

[1]

，应该与疾病

或情绪引起的神经系统的感觉有关。因此，改善神经

系统的功能可以起到除烦的作用。 干姜在改善脑循

环方面的药理作用表现为缓解血管痉挛， 降低血流

速度，改善缺血组织代谢和缺氧状况，对大脑起积极

的保护作用

[3]

，对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大脑也能起到保

护作用

[4]

。 姜油具有显著的中枢抑制作用，能明显减

少小鼠自发活动，延长小鼠发生惊厥的潜伏期，大剂

量能减少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次数及抑制热板引起

的疼痛

[5]

。另外，干姜还具有镇痛抗炎、抗肿瘤、抗菌、

促进消化、抗缺氧、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等作用

[6]

。 综

上， 干姜对中枢的抑制和大脑循环的改善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烦躁的次数和程度， 其他方面的作用

也可以改善症状，亦间接起到了除烦的作用。

6

结语

干姜味辛性热，具有“温中散寒、回阳通脉、温

肺化饮”的功效，历代医家未明确提出其能“除烦”，

但《本经》谓姜能“通神明”，笔者认为，神明通则烦

自止，因此通神明即可除烦。 《伤寒论》中含有干姜

的

8

方均可治疗“烦”的症状，此

8

方所治之“烦”皆

无实热致烦，均与虚热上扰、寒热错杂、气机不畅等

有关，干姜在这

8

方中用量均较大，为方中主药，起

到了主要的治疗作用。 笔者认为，干姜通过温阳健

脾、散寒通脉等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了阳虚、气机不

畅、寒热错杂等问题，因此，虚阳得下、气机得畅、寒

热自除，又加之其能“通神明”，故烦亦除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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