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献 研 究

792019 年总第 51卷第 10期

[3]　 王永炎.中医内科学[M].6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274.
[4]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5]　 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6]　 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7]　 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1983.
[8]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12.
[9]　 朱震亨.丹溪心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82.
[10]　 朱震亨.金匮钩玄[M].戴原礼，校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6：12.
[11]　 王履.医经溯洄集[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54.
[12]　 虞抟.医学正传[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97.
[13]　 孙一奎.医旨绪余[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58.

[14]　 盛维忠.中医内科名著集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434.
[15]　 陈士铎.辨证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
[16]　 吴澄.不居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470．
[17]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264.
[18]　 张介宾.类经[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429.
[19]　 赵献可.医贯[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28.
[20]　 林佩琴.类证治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164.

第一作者：王文凯（1980—），女，医学博士，

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内科疾病的医学古籍研究。

通讯作者：裴丽，医学博士，研究馆员，硕士研

究生导师。peili0221@163.com
收稿日期：2019-04-12

编辑：吕慰秋

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出身医学世家，幼承庭训，

广拜名师，继承前人学术经验，遍采众家之长，师古

而不泥古，创立新说，别开法门。《临证指南医案》为

叶天士门人华岫云搜集叶氏临证医案加以分类整理

编撰而成，是一部反映叶氏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

关键著作[1]。

巴戟天为茜草科植物巴戟天（Morinda  officinalis
How）的干燥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四大南

药”之一，有“南国人参”之美誉。巴戟天具有补肾

阳、强筋骨、祛风湿的功效，临床用于肾阳不足、阳痿

遗精、宫冷不孕、月经不调、少腹冷痛；风湿痹痛、筋

骨痿软[2]。属于临床常用温里助阳之品。

《临证指南医案》巴戟天共出现16次，分别见

于中风、虚劳、咳嗽、吐血、淋浊、喘、泄泻、痢、便

血、痿、产后11篇中，其中痿篇4则，中风篇3则，余

篇各一则。叶天士常用的含巴戟天的古方有脾肾双

补丸、还少丹、地黄饮子、家韭子丸、石刻安肾丸等

方，其中成方应用未去巴戟天的医案共有5则。合

而论之，《临证指南医案》应用巴戟天的医案共计21

则。以医案为研究对象，分析方药理法，挖掘叶天

士运用巴戟天的学术经验，为巴戟天临床应用提供

参考。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运用巴戟天经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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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巴戟天是一味能反映叶天士学术思想的代表性药物，叶天士对于巴戟天的认识及应用，迥于常论，颇具特色。

整理古代本草文献，探究巴戟天的药性功效、配伍规律及药物炮制的相关内容；发掘现代药理研究成果，明确巴戟天的化学

成分及药理作用，从传统医学、现代研究两个角度认识巴戟天。整理《临证指南医案》中巴戟天相关医案，发现叶天士于巴

戟天之用主要有补阴中之阳、辛温通肾络、益火补脾胃、温肾助纳气、温阳止腰痛五大功效。以巴戟天功效为纲，医案为目，

以纲带目，分析了叶天士用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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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草学专著对巴戟天的阐述

巴戟天首载于《本经》上品，《本经》[3]载巴戟天

“主大风邪气，阴痿不起，强筋骨，安五脏，补中增志

益气”。中医拟定药名，取类比象，《本草乘雅半偈》[4]

言：“草木至冬，莫不随天地气化而藏，独此不凋，与

天相戟”，可知巴戟天名称之由来。

巴戟天味辛甘，性温，较桂附温而不燥，比苁蓉

刚而少柔。《本草新编》[5]谓之“补其火而又不烁其

水之为妙”，《本草从新》[6]谓巴戟天“入肾经血分”，

意指其善补阴中之阳，叶氏宗此法，针对阴中阳虚、

阴病及阳证多用此药。叶天士用药必明药阴阳之

异，刚柔之别，攻补之效，脏腑所入，巴戟天当属阳

药、刚药、补药、通药的范畴。巴戟天与阴药配伍的

组方之法历史悠久，早在《备急千金要方》不乏巴

戟天与枸杞、苁蓉、地黄等阴药配伍的方剂，《本草

撮要》谓“功专温补元阳，得纯阴药有既济之功”[7]，

叶天士亦云“刚药畏其劫阴，少济以柔药”，巴戟-苁

蓉、巴戟-枸杞、巴戟-当归、巴戟-桑寄生、巴戟-柏

子仁、巴戟-牛膝、巴戟-石斛、巴戟-羊肉、巴戟-山

茱萸、巴戟-菟丝子是叶天士常用的10首巴戟天对

药，皆以阴阳相配为主。《本草经解》[8]载：“辛温益

肝肾，故能强筋骨也”，巴戟天一般痹痛之病用之颇

少，齐鲁医派的代表周凤梧教授认为巴戟天甘温能

补，辛温能散，专入肾家鼓舞肾气，对于痹痛日久，

属肾虚而兼风湿之腰膝疼痛者，用之最宜。本品与

淫羊藿功用相似，惟作用较缓[9]。巴戟天除入肝肾

外，亦能入胃，《本草经疏辑要》[10]载：“巴戟天禀土

德真阳之精，兼填制阳和，能补元阳，而兼散邪入肾

经血分。诸虚为病者，不求速效而愈也”，《本草经

解》[8]“辛甘入胃，温助胃阳，则五脏皆安也”，遵循

“培中土以安四旁”论述巴戟功效扩大了其应用范

畴。概而言之巴戟能入胃肝肾，补阳为其最主要的

临床功效。

巴戟天的应用有所禁忌，《得配本草》[11]载：“火

旺泄精，阴虚水乏，小便不利，口舌干燥，四者禁用。”

国医大师颜正华[12]认为本品只适用于阳虚有寒之证，

如阴虚火旺或湿热之证均忌服。以巴戟天配伍组方

常用的有《张氏医通》金刚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巴戟丸、《景岳全书》赞育丸、《素问宣明论方》地黄

饮子等。

巴戟天化学成分有：糖类、蒽醌类、环烯醚萜苷

类、有机酸类、微量元素、氨基酸和甾醇类等。近年

来研究表明，巴戟天具有增加体重及抗疲劳作用，

还具有明显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增加血中

白细胞数，增加血中皮质酮含量，提高机体免疫力，

促进骨细胞生长、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抗抑郁，

增强学习记忆能力，补血及促进造血干细胞增殖和

分化，抗肿瘤，抗衰老等作用。临证可用于治疗肾

病综合征[13-15]。

关于巴戟天的炮制，传统用法要求去心，早在

《肘后备急方》即有去心之说，巴戟天木心强韧，多纤

维，枯燥无津，重量约占全药材5%，如不去心，令人

烦躁[16]。《本草备要》《本草害利》等十余部中药著作，

皆言去心后“酒浸焙用”增强温肾助阳作用。亦有

盐制巴戟，取“盐制引药入肾经”之意。

2 叶天士于对于巴戟天的运用

叶天士于巴戟天之用主要有五大功效，一为补

阴中之阳；二为辛温通肾络；三为益火补脾胃；四为

温肾助纳气；五为温阳止腰痛。其中以补阴中之阳

用之最为频繁。

2.1  补阴中之阳  补阴中之阳，助阳化阴，制约阴药

呆腻，是叶天士运用巴戟天的特色。阴阳互根互用，

阴病及阳，阳病及阴，阴虚及阳或阴阳并虚，阴虚者

皆以大剂阴药填补滋养，然补阴药多呆滞滋腻，配伍

少量阳药，补阴中之阳，以阳配阴，助阳化阴，制阴药

呆腻。肾为水火之脏，体阴而用阳，仲景立金匮肾气

丸开启了阴阳并用，以药合脏性，体用并调治肾的先

河。而巴戟天有“达阳生阴”之能，且入肾经，与阴

药配，能合肾之体用。

中风篇·汪五三案“左肢麻木，膝盖中牵纵，忽

如针刺。中年后精血内虚，虚风自动，乃阴中之阳损

伤”，以肉苁蓉、枸杞子、当归、沙苑子、桑寄生、虎骨、

天麻、巴戟天、羊肉胶、阿胶作丸服，遵“王道无近

功，多服自有益”缓治之法，以大剂填补精血之品，配

伍巴戟天、肉苁蓉、沙苑子等阳药，暗含张景岳“善

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

之意。同篇钱五八案病机为阴阳并虚，叶氏以“温柔

药涵养肝肾”，选熟地、枸杞、肉苁蓉、石斛、当归、沙

苑子，配合石菖蒲、巴戟天、远志刚药宣通之品，补阴

中之阳，助阴化生。吐血篇·袁三六案“下虚，当春

升之令，形软无力，嗽血复来”，叶氏据病立法言“以

甘温浓味，养其阴中之阳”观其组方仍以枸杞子、羊

肉等涵养精血之阴药为基，阳药巴戟天为用。头风

篇王五一案“中年阴中之阳已虚，内风偏头痛，冷泪

出”亦属阴中阳虚，选方还少丹，以巴戟天等温阳之

品，补阴中之阳。

阴阳互根，草木无情，欲合人身秉性，必以阴阳

着眼。巴戟天善补阴中之阳，人身之阴所伤各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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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精、津、血皆属阴，其补阴之法虽有差异，而巴戟

天之用则同，填精者温而化精生气，补津液者温而化

气行水，补血者温而运血达脉。如痿篇·黄二四案

“冬藏精气既少，当春夏发泄，失血、遗精，筋弛骨痿，

不堪行走”，病机为精血内怯，奇脉中少气，则以填

补精血以补阴；痿篇·某案“病后，阴伤骨痿”则以

滋阴养血以补阴，阴伤不同，而补阳以化阴之治法未

变，巴戟见于诸案。

气血阴阳互根互用，五脏一体脾肾相关，先后

天互滋，仲景遵脾肾联系立“建中理劳”治法，叶氏

遵其意，以健脾益气药配合巴戟天，助巴戟天等温阳

之品同用而疗虚损。且巴戟天能入胃，助胃受纳腐

熟滋化源，配合健脾之品，有脾胃同治之意。如便血

篇·杨四八案“中年形劳气馁，阴中之阳不足”法宜

温养固下，当归、肉苁蓉、羊肉滋养精血，补骨脂、巴

戟天、炒远志温养下焦，人参、茯苓健脾益气，补后天

以养先天，助巴戟天补阴中之阳。叶案立法兼备，非

深思熟虑其意难明。

2.2  辛温通肾络  辛温通络法是以辛香温热散寒

之味配以活血化瘀通络药组成的，用于治疗由寒湿

凝滞或阴寒内盛而致的气滞血瘀、脉络瘀阻之络病

的方法[17]。非温则寒邪不散，非通则血瘀不化。《素

问·脏气法时论》载：“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

曰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

气也”，辛味药治疗可疏通阳气，恢复肾络之功，则肾

气化复常得血气濡润。

五脏皆具络脉，久病入络，治络乃治本之法。中

风篇·张四九案“中风以后，肢麻言謇，足不能行”，

其病机是“肝肾精血残惫，虚风动络”。遵“肾虚忌

燥”之禁，辛润温药组方，以肉苁蓉、枸杞子、当归、

柏子仁、牛膝、石斛补精血残惫，小茴香、巴戟天辛温

通络，标本兼治。虚劳篇·范二一案属禀赋不足损

怯虚劳，以补益奇经，配辛润通络法，与此案相似。

痿篇·沈案“长夏湿热，经脉流行气钝，兼以下

元络脉已虚，痿弱不耐。步趋常似酸楚，大便或结或

溏，都属肝肾为病”，叶氏言“益下必佐宣通脉络，乃

正治之法。倘徒呆补，恐季夏后，湿热还扰，须为预

理”，以鹿角霜、熟地、肉苁蓉、桑椹子、远志补益奇

脉，当归滋阴养血，苍术、茯苓健脾渗湿，巴戟天、小

茴香辛温通络，遵叶氏“柔剂阳药，通奇脉不滞，且

血肉有情，栽培身内之精血”之法组方。

2.3  益火补脾胃  益火补土法是根据五行生克关系

所确立的一种治疗法则，属“间接补法”之一[18]。肾

为先天之本，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本，脾为后天之

本，脾阳的温煦、运化功能有赖于肾阳的温煦、推动，

肾阳虚不能温煦脾土，运化失司，脾胃相依，脏病及

腑。巴戟天有壮肾阳之功，兼入心经，益火补土。《本

草新编》[5]载：“巴戟天虽入心肾，而不入脾胃，然入

心则必生脾胃之气，故脾胃受其益……又因肾气之

补，熏蒸脾胃之气也”。

巴戟天益火补土之用常见脾肾双补丸，此方出

自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由人参、莲子、山

萸肉、山药、五味子、菟丝子、橘红、砂仁、车前子、

巴戟天、肉豆蔻、补骨脂十二味组成，原文载“治脾

肾两亏，阴阳不固，以致虚寒飧泄，腹痛泻痢，食少

神倦者”[19]685。叶天士博采众长，习诸家名方，对

于距其年代较近医家著作，亦深有体悟，《临证指南

医案》一书，所收录明清医家医方较少，脾肾双补

丸是其中一首。《临证指南医案》泄泻篇·某案“脾

肾不摄，五更泻”，巴戟天、补骨脂温补下焦元阳，兼

壮心阳，菟丝子、五味子滋阴填精，芡实、建莲、山

药为叶氏常用甘淡补脾之角药，与炙甘草配伍补脾

益气，是方脾肾双补。痢篇·蒋五一案“久痢用辛

甘温而效，是脾阳久伤”以脾肾双补丸加减化裁，

人参、山药、茯苓、湖莲、芡实甘淡补脾，补骨脂、巴

戟天温肾壮阳，肉苁蓉、山萸肉、五味子、菟丝子、

覆盆子滋阴填精补下元。虚劳篇·陈十八案“阴

损于下，中焦运阳亦弱”则以双补丸原方施用。痿

篇·沈四四案“眩晕怔忡，行走足肢无力，肌肉麻

木，骨骱色变，早晨腹鸣瘕泄，此积劳久伤阳气”，法

当脾肾双补，中运下摄，先后天并补，则泄止足健，

此案仍以原方。

叶氏亦有不以双补丸之法，而发挥益火补土之

用意者，如痿篇·吴三九案病属胃阳督肾皆虚，鹿茸、

淡苁蓉、当归、枸杞子、补骨脂、巴戟天、牛膝、柏子

仁、茯苓、石斛，补督肾胃三阳，三阳得以互为益助。

叶氏认为胃腑以通为顺，阳土喜阴，沙参、麦冬、玉竹

等甘凉滋濡皆能润胃而降[20]。故其虽通胃阳常于其

中兼以濡润之品佐助，石斛即为其常用甘凉濡润之

药。

2.4  温肾助纳气  肺肾相关是中医经典理论之一，

肺为肾之母，肾为五脏之本，《灵枢·经脉》载：“肾足

少阴之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明晰肺

肾经脉相连，二者相互联系，生理关系密切。《景岳

全书·杂证谟》载：“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

主呼吸，肾主纳气，肺肾共同调节呼吸运动[21]。《雷

公炮制药性解》载：“巴戟之温，本专补肾，而肺乃肾

之母也，且其味辛，故兼如之以疗风。”[22]基于肺肾



文 献 研 究

82 2019 年总第 51卷第 10期

相关理论，巴戟天助肾纳气，对于治疗肺系疾病亦有

成效。喘篇·杨六一案“老年久嗽，身动即喘，晨起

喉舌干燥，夜则溲溺如淋”，其病理特点“肾液已枯，

气散失纳”，叶氏谓之“非病也，衰也”，宗肾恶燥，以

辛润之。熟地、枸杞子、牛膝填补精血补肾体，巴戟

肉、紫衣胡桃、补骨脂甘温补肾纳气，调肾用，配合引

药入肾青盐，组方体用并调，补虚降逆。咳嗽篇·郭

二八案“久嗽呕逆，半年不愈”，病机属“肾虚厥气上

干”，以坎脐、人乳粉、枸杞子、五味子、胡桃肉、茯神、

巴戟肉、山萸肉、山药多为入肾之品，补肾降逆，纳气

平喘止咳。

2.5  温阳止腰痛  《本草经疏》载：“经曰：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巴戟天性能补助元阳而兼散邪，况真

元得补，邪安所留?”[19]122巴戟天补益元阳，具有温

阳祛寒、扶正祛邪之功，腰为肾之府，是肾脏反映于

表的外候，腰痛多属肾疾，巴戟天适用于肾阳虚型腰

痛。淋浊篇·某案“淋浊经年，阳损腰痛，畏冷”，即

以巴戟温补肾阳、止腰痛。

3 结语

巴戟天是临床常用补阳药，历代医家论述丰富，

见解颇多。其入肝、肾、胃，以温补为用，临床多去心

而用。整理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运用巴戟天医

案21则，发掘叶氏用药经验，发现叶氏从医理入手，

据理立法，以法遣药，凡药味之施必有依据。对叶

氏运用巴戟天经验总结，发现巴戟天主要有补阴中

之阳、辛温通肾络、益火补脾胃、温肾助纳气及温阳

止腰痛五大功效，其中以补阴中之阳功效最为常用。

叶氏对于巴戟天的应用为拓展巴戟天功效提供了参

考，以点窥面，从叶氏用药经验可以看出叶氏治学之

广博，理论之扎实，立方之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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