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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药是基于中药的四气五味、功效性能，将三种

药物有机结合，或相互促进，或相反相成，配成一组，

有如三足鼎立，互为犄角，介于药对与方剂之间，在

方剂中起主要或次要的作用，其配伍应用常有奇效。

我们临床治疗小儿咳喘时，常辨证使用角药，事半功

倍。现介绍6组治疗小儿咳喘常用角药如下。

1 麻黄、苦杏仁、生石膏

该组角药源自《伤寒论》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是此方的核心组成，仲景认为“汗出而喘，无大热者”

可与之。麻黄性温，味辛微苦，归肺、膀胱经，发汗解

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生石膏性大寒，味辛甘，归

肺、胃经，清热泻火、除烦止渴、收敛生肌；苦杏仁性微

温，味苦，归肺、大肠经，降气止咳平喘、润肠通便。《伤

寒论讲义》谓：“麻黄配石膏，清宣肺中郁热而定喘，

石膏用量多于麻黄一倍，借以鉴制麻黄辛温之性而转

为辛凉清热之用；杏仁宣降肺气协同麻黄以治喘。”

小儿哮喘，咳嗽喘息，痰黄稠难咯，咽红，舌质

红苔黄腻者，证属痰热阻肺，多为里热重表寒轻，用

麻黄伐肺邪，杏仁下肺气，石膏清肺热，通肺壅，俾

汗出。该角药中麻黄宣肺平喘。生石膏大寒以清降

肺热，用量倍于麻黄，既可制麻黄温燥及发汗之力，

味甘以生津，又可避助火伤阴。刘渡舟认为，肺热作

喘，用生石膏清肺热，不用麻黄宣肺气，肺系之急不

得解，则气喘终不能愈。麻黄为治喘之良药[1]。本为

正治之法，然不用麻黄之治喘以解肺系之患，则石

膏弗所能止。故生石膏与麻黄相使为用，相得益彰。

东垣云：杏仁下喘，用治气也。苦杏仁与麻黄一宣一

降，升降相因，肺气通调，共奏止咳平喘之效。

2 桔梗、枳壳、陈皮

该组角药源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参苏饮。

枳壳性微温，味苦辛，归脾、胃、大肠经，理气宽胸、消

胀除痞；桔梗性平，味苦辛，归肺经，开宣肺气、祛痰

排脓、利咽；陈皮性温，味苦辛，归肺、脾经，理气健

脾、燥湿化痰。百病皆生于气，气顺则百病散。桔梗

宣肺，枳壳降气，一升一降，宣降并用，陈皮理中焦之

气。三药皆苦辛，辛散苦泄，三药合用，益气解表、理

气化痰。

肺朝百脉，主气，司呼吸，调节一身气机，是进行

气体交换的脏器。肺失宣降，肺气上逆可发为咳喘，

故治咳喘必先调畅气机。虞坚尔认为，小儿哮喘开

肺是治肺第一大法，开肺实含开豁气道、达邪外出、

宣降并举、协调互用、调畅气机之意[2]。开肺不仅能

增强平喘之效，还能增强祛痰、化瘀之功。桔梗本为

诸药之舟楫，又为肺之引经药，陈皮、枳壳利气而使

痰自下，且陈皮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三药性平，调畅

气机，寒热皆宜，常于佐助君臣药中效果甚佳。

3 白前、前胡、清半夏

该组角药同类相须，均属化痰止咳平喘药。白

前性微温，味苦辛，归肺经，降气消痰止咳，治胸胁逆

气、肺实喘满、咳嗽、多痰。《本草纲目》云：白前长于

降气，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古人气嗽方中，每每

用之不遗，温药佐使尤奇。前胡性微寒，味苦辛，归

肺经，降气化痰、宣散风热，治痰热哮喘、咳嗽呕逆、

伤寒寒热，开胃止呕。李时珍谓：前胡长于下气，故

能治痰热喘嗽、痞膈呕逆诸疾，气下则火降，痰亦降

矣，所以有推陈致新之绩，为痰气要药。清半夏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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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辛，有毒，归脾、胃、肺经，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

痞散结，外用消肿止痛。清半夏总主诸痰，尤善寒痰

湿痰，能治咳嗽上气、痰满结、心下痞。

小儿咳喘加剧，时作干呕，甚则咳吐痰涎及食物

残渣，多属风邪侵袭，肺失宣肃，上气逆满，肺气有

余，气有余便是火，火则生痰，发为咳痰喘，世人过

爱小儿，过食肥甘，积痰热于肺胃。以前胡、半夏二

药相配，宣肺降气、化痰止呕，则肺胃痰热除，气下吐

止。《本草备要》论半夏性阴而降，功专下气，气下则

火降而痰消。前胡、白前，二者无论寒热新旧咳喘，

皆可用之，一宣一降，肃肺降气消痰之力更增。

4 桑白皮、地骨皮、甘草

该组角药源自《小儿药证直决》泻白散，李时珍

云：此乃泻肺诸方之准绳也。桑白皮性寒味甘，归肺

经，泻肺平喘、利水消肿，泻肺中火邪，非泻肺气也，

火去则气得安矣，且专于利小水，实则泻其子，故泻

肺中有水气及肺火有余者，宜之。地骨皮性寒味甘，

归肺、肝、肾经，清虚热、清热凉血、清肺降火，泻肺

中伏火，泻肝肾虚热，表里均走，善消浮游之邪。甘

草性平味甘，归心、肺、脾、胃经，益气补中、清热解

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和药性。该角药主治肺

中伏火所致之肺热咳嗽，甚则气急，皮肤蒸热，发热

日晡尤甚，舌红苔黄，脉细数之症。

钱氏泻白散，药少而精，甘寒质润，泻中有补，寓

补于宣，尤宜于小儿稚阴稚阳之体。其中桑白皮、地

骨皮性甘力缓，可升可降，均利大小肠，泻肺火从大

小便而去，二药得甘草则缓其速，和其性。桑白皮泻

肺气之有余，佐以地骨皮之泻肾者，实则泻其子也，

佐以甘草之健脾者，虚则补其母也，虽清肺而仍固本

耳。该角药肺脾肾三脏同调，泻肺火而补正气，泻邪

补正，每遇肺热喘嗽、咳嗽痰多、皮肤蒸热、舌红苔黄

者，常获良效。

5 紫菀、款冬花、川贝母

该组角药源自《肘后备急方》疗小儿咳嗽方，

《太平圣惠方》也有记录。方中紫菀性微温，味苦甘，

归肺经，润肺下气、化痰止咳，温润苦降，微温而不

燥，主入肺经，长于润肺下气化痰而止咳，凡咳嗽无

论新久、寒热虚实皆宜，李时珍谓之肺病要药。款冬

花性温味辛，润肺下气，止咳化痰，用于多种咳嗽，尤

宜于寒咳，性味功效似紫菀，而止咳力强，为治咳常

用药，《本草备要》称之为治嗽要药。川贝母性微寒，

味苦甘，归肺、心经，散热化痰、润肺止咳、散结消肿，

用于肺热、肺燥及阴虚咳嗽，尤宜于肺虚久咳、肺热

燥咳，《本草备要》曰其苦泻心火、辛散肺郁，既能清

热化痰，又能润肺止咳，为肺燥、虚劳久咳多用。

坊间常道“紫菀、贝母、款冬花，咳嗽咯痰一把

抓”，三药相须为用，无论寒热虚实，皆可应用，为临

床治疗小儿咳喘常用角药。刘晓鹰认为紫菀治疗肺

虚热咳有良效[3]。紫菀与款冬花配伍，历代名家皆有

妙用，陈无择单用二药制款冬花散，用治咳嗽，痰涎

不利，《本草经集注》言款冬得紫菀良。款冬为温润

之品，药性功效与紫菀相似，长于止咳，紫菀则长于

化痰，二者相须为用，治疗各种咳嗽痰多证。《陈氏

幼科》更言嗽久加款冬花、紫菀。川贝母入行肺经，

消膈上稠痰，久咳嗽者立效，性寒质润，主肺家燥痰。

三药同用治咳痰喘时，止咳化痰平喘之力更强。

6 葶苈子、莱菔子、紫苏子

该组角药源自祝氏五子定喘汤。方中葶苈子性

大寒，味苦辛，归肺、膀胱经，泻肺平喘、利水消肿。《药

性赋》言葶苈子沉也，阴中阴也，其用有四：除遍身之

浮肿，逐膀胱之留热，定肺气之喘促，疗积饮之痰厥，

为泻肺平喘之要药。莱菔子性平，味辛甘，归脾、胃、

肺经，消食除胀、降气化痰，善治食积气滞、痰盛气喘。

丹溪曰：莱菔子治痰，有推墙倒壁之功。紫苏子性温

味辛，归肺、大肠经，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

多用于痰壅气逆咳喘，为治痰壅气逆的要药。

形寒饮冷多伤于肺，儿衣太薄多伤于寒，外感风

寒，易入里化热，小儿脏腑薄，藩篱疏，传遍更速；儿

衣太厚，爱养过温多伤于热。又因小儿生生之气，故

用药宜寒热并进，不可偏颇。葶苈子与苏子合用，一

寒一温，寒温并用，降气消痰，气降痰消则咳喘自平。

无论外感内伤所致咳痰喘，均可应用。苏子与莱菔

子宗三子养亲汤之意，降气豁痰、消食定喘。《本草

纲目》曾谓，莱菔子生能升，熟能降，升则吐风痰、散

风寒、发疮疹，降则定痰喘咳嗽，利气之功甚好。三

药合用，寒温并用，苦辛同调，更奏止咳化痰平喘消

食之效，宜用于临床咳嗽喘逆、痰多色白或微黄、胸

闷痞满、食少难消、舌红苔微黄稍腻之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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