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 药 研 究

792019 年总第 51卷第 12期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使用麻黄的方剂共

33首，其治疗病症广泛。笔者通过梳理有关麻黄

方剂的条文，试析仲景使用麻黄所治的病症及其

在不同病机下的用量及与其他药物的配伍，现总

结如下。

1 外感发热

仲景用麻黄治疗外感发热最为多见。对于太阳

伤寒表实证，其用量多根据表邪郁闭程度的轻重来

增减，多与桂枝配伍。代表方如麻黄汤、桂枝麻黄

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

小青龙汤等。《伤寒论》35条载：“太阳病，头痛，发

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

汤主之。”此为表寒外束，卫郁营滞之证，“无汗”为

汗不得出，说明寒邪郁闭肌表较重。仲景治以麻黄

汤，用麻黄三两开腠发汗，解卫气之郁闭，配伍桂枝

二两透营达卫，温通经脉，二者相伍，使发汗解表之

力倍增。桂枝麻黄各半汤条文言：“发热恶寒，热多

寒少……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反映了寒邪

怫郁在表，欲解而不能解的状态，为表郁轻证。仲景

取麻黄汤与桂枝汤各1/3，麻黄减至一两，桂枝一两

十六铢，小发其汗以解表散寒。桂枝二麻黄一汤证

属已用汗法之后，言“汗出必解”知表郁更轻，故麻

黄仅用十六铢合桂枝一两十七铢轻微发汗以解表。

仲景用麻黄还治疗寒邪闭表，郁而化热之发热，

常配伍石膏，代表方如大青龙汤、桂枝二越婢一汤、

越婢汤等。大青龙汤证为外感寒邪郁闭肌腠较甚，

卫阳郁滞化热，症见“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

汗出而烦躁”。仲景用麻黄开泄卫气，以散寒邪，配

伍石膏清泄郁热，因石膏阻碍麻黄的发汗作用[1]，故

重用麻黄六两。桂枝二越婢一汤条文言“寒少”为

恶寒轻微，说明外邪已衰，“发热”则是阳郁化热未

解，此处表邪郁热皆轻，故用小量麻黄十八铢祛微

邪，配伍石膏二十四铢微清郁热。

另外，仲景用麻黄还治疗少阴阳虚外感之发热，

其用量较小，多配伍附子，代表方如麻黄细辛附子

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伤寒论》301条：“少阴病

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此

为素体阳虚，外感风寒导致发热，故以小量麻黄二

两解表散寒，以防过汗耗损阳气，配伍炮附子温经扶

阳，助麻黄祛邪外出。

2 咳喘

仲景常用麻黄治疗外寒内饮之咳喘，其用量多

为三至四两，常配伍细辛、半夏、干姜，方如小青龙

汤、射干麻黄汤等。表寒里饮日久，饮郁化热则配伍

石膏，方如小青龙加石膏汤、厚朴麻黄汤、越婢加半

夏汤等。《伤寒论》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

气……发热而咳……小青龙汤主之。”此为外感风

寒，寒饮内停之证，故以麻黄三两发散风寒，宣肺平

喘，配伍干姜、细辛、半夏温肺散寒，化痰涤饮。小

青龙加石膏汤证与小青龙汤证相比，病程更长，里饮

郁久化热，热壅气逆而出现“烦躁而喘”，故再伍石

膏以清里热。

仲景用麻黄亦治疗外邪束表，里热壅肺之咳喘，

其常配伍石膏，代表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等。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用治“汗出而喘”。外寒郁肺、

邪热上壅，则“喘”；里热蒸津外出，则“汗出”。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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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用四两，解表散邪，宣肺平喘，配伍石膏清泄肺

热而畅表，二者温寒相制，使麻黄宣肺平喘而不助

热，石膏清解肺热而不凉遏。

3 身黄

仲景亦用麻黄治疗身黄，其多以小量取微汗，

或配伍赤小豆，或单用麻黄，方如麻黄连翘赤小豆

汤、《千金》麻黄醇酒汤等。对于伤寒表实无汗，湿

热蕴郁于内而发身黄者，治以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本经疏证》[2]言：“麻黄非特治表也，凡里病可使从

表分消者皆用之。”方中赤小豆清利湿热，使湿热从

下而出，麻黄用二两走表祛湿，使湿邪从皮肤外泄，

与赤小豆分消湿热。《千金》麻黄醇酒汤用治伤寒

表实无汗，风寒湿滞于肌表成黄之证，单用麻黄三

两发汗，并用清酒助之，行阳开腠，使黄从表解。

4 浮肿

仲景用麻黄治疗浮肿，其用量较大，多配伍白

术、石膏、附子，方如越婢加术汤、越婢汤、大青龙

汤、小青龙汤、甘草麻黄汤、麻黄附子汤等。《金匮

要略·水气病》第5条：“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

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

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之。”本条为皮水挟热

之浮肿。肺失宣通，脾失健运，水湿内停，下输膀

胱，故脉沉、小便不利，水湿既不能上行，亦不可外

达，郁滞化热，泛溢肌表，则一身面目黄肿。方中重

用麻黄六两发越水气、通调水道，伍白术健脾除湿，

使湿从下走，二者合用可内利外散一身表里之水，

体现了“开鬼门，洁净府”之旨。再配伍石膏，与麻

黄合用可透表里郁闭之热。对于风水挟热之浮肿，

仲景用麻黄六两开鬼门，伍石膏清郁热，如越婢汤

治“风水，恶风，一身悉肿”，大青龙汤治“病溢饮

者”。对于素体阳虚，复感风邪之浮肿，则治以麻黄

附子汤，方中麻黄减为三两伍炮附子温经助阳、发

汗散水。

5 肢节疼痛

仲景用麻黄治疗肢节疼痛，多取小量，常配伍

乌头、附子、黄芪、薏苡仁、白术，代表方如乌头汤、

桂枝芍药知母汤、《千金》三黄汤、麻杏苡甘汤、麻黄

加术汤等。

仲景用乌头汤治疗“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

以方测证，其病机当为风寒湿邪流注关节，痹阻经

络，症以关节疼痛，遇寒加剧，屈伸不利为主，故以

麻黄三两祛风发汗，通阳宣痹，祛逐寒湿，配伍乌头

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止痛。桂枝芍药知母汤则用治

风寒湿之邪郁久化热伤阴之关节肿痛，症见“诸肢

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方中用麻黄二两伍

附子开泄行痹、祛风除湿、温经散寒，佐以知母养阴

清热。《千金》三黄汤则用于素体表虚，风湿困表，

化热内郁之证，症见“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

日不欲饮食”。以麻黄五分配伍细辛、独活祛风除

湿、通络止痛，配伍黄芪益气固表以息风祛湿，佐黄

芩以清热除烦。仲景治疗寒湿痹阻之“身烦疼”，方

用麻黄加术汤，以麻黄三两发汗解表，散寒除湿，配

伍白术，使湿亦从小便而去，且防止麻黄过汗。麻

杏苡甘汤之表证较前者轻，治疗风寒湿邪凝滞经络，

从阳化热之“一身尽疼”，方中用麻黄半两解表祛

湿，配伍薏苡仁清热除痹。

6 其他

此外，仲景还用麻黄配伍升麻、干姜、黄芩发越

阳郁、清上温下治疗上热下寒之喉痹，如麻黄升麻

汤；用麻黄配伍半夏通阳蠲饮治疗饮盛阳郁之心悸，

如半夏麻黄丸；用麻黄配伍人参、当归祛风散寒、益

气养血治疗气血两虚兼风中腠理、痹阻营卫之风痱，

如《古今录验》续命汤；用麻黄配伍牡蛎发越阳气、

软坚消结治疗牝疟，如牡蛎汤；用麻黄配伍桂枝、附

子、生姜温阳散寒、通利气机、宣行水饮治疗寒饮乘

阳虚积结气分之臌胀，如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

子汤。

7 结语

历来有多数医家言麻黄性味辛温，发汗力强，

畏其峻烈之性，特别是温病学家惧之不用，致使此

味良药束之高阁。章次公[3]亦曾提到“近世畏麻黄

不啻猛虎”。通过梳理《伤寒杂病论》中有关麻黄方

剂的条文，发现仲景用麻黄治疗病症广泛，且其根

据不同的病机，灵活地选择麻黄的剂量和配伍，为我

们临床更好地使用麻黄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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