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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半夏厚朴汤最早载于《金匮要略》，用于治疗妇人气郁痰阻之梅核气。通过临床跟诊学习和文献研究发

现，半夏厚朴汤对多种脾胃病有较好的临床疗效，现从理论研究、组方分析、现代应用及药理研究等方面探讨半夏

厚朴汤治疗脾胃病的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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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厚朴汤又称七气汤、四七汤，该方出自于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

夏厚朴汤主之。半夏一升、厚朴三两、茯苓四两、生

姜五两、干苏叶二两。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

分温四服，日三夜一服。”注曰：“咽中如有炙脔，谓

咽中有痰涎，如同炙肉，咯之不出，咽之不下者，即

今之梅核气病也。”[1]

历代医家在《金匮要略》半夏厚朴汤条文基础

上不断发挥，扩展了半夏厚朴汤治疗范围，认为该

方除用于治疗痰气交阻之梅核气外，还能理气宽中

除满，治疗多种脾胃疾病。唐代《备急千金要方》为

本条文附注了“胸满，心下坚”等记载，这为后世将

本方引申应用于中焦痰阻气滞之胃脘痞闷疼痛、嗳

气不舒、呕恶食少等病提供了新思路。

1 半夏厚朴汤与脾胃病病机
《神农本草经》记载半夏主“伤寒寒热，心下坚，

下气，喉咽肿痛，头眩，胸胀，咳逆，肠鸣，止汗”，茯

苓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

满，咳逆”。《医学衷中参西录》曰：“厚朴，治胃气上

逆，恶心呕哕，胃气郁结胀满疼痛，为温中下气之要

药。”《本草纲目》载苏叶能“行气宽中，消痰利肺，和

血，温中”。方中 4 味药物皆能降气，其所治疗的部

位主要为中上两焦，涉及咽喉、心胸、胃脘。方中半

夏辛温入肺胃经，化痰散结，降逆和胃。厚朴苦辛性

温，行气开郁，下气除满，助半夏散结降逆。茯苓甘

淡渗湿健脾，以助半夏化痰；生姜辛温散结，宣散水

气，和胃止呕，助半夏化痰散结，且兼制半夏毒性；

苏叶芳香行气，理肺舒肝，助厚朴行气开郁散结，诸

药配伍共奏行气散结、降逆化痰之功。半夏厚朴汤

主要功效以降气为主，降中寓升，中上两焦气机升

降有常则病自消。

脾胃同属中焦，交通斡旋，承担着升降出入的

枢纽作用。脾主升清，化生气血，维持着五脏六腑营

养供给。唐容川在《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论》中指

出脾：“其气上输心肺，下达肝肾，灌溉四旁，充溢肌

肤，所谓居中央畅四旁如是。”胃主降浊，将初步消化

的食物继续推向下行。《临证指南医案》说：“脾宜升

则健，胃宜降则和。”脾胃为人体气机之枢纽，且脾为

生痰之源，若脾胃升降失常，脾运不及，胃失和降，

可出现湿、痰、饮等病理产物，湿、痰、饮又可阻碍气

机通畅，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形成诸多疾患。半夏

厚朴汤行气散结、降逆化痰之功效与脾胃病病因病

机不谋而合，为治疗脾胃病常用方剂之一。

2 半夏厚朴汤现代应用
半夏厚朴汤是临床常用的理气化痰方剂，黄煌

教授认为半夏厚朴汤证变化性大，间杂性强，与许

多方证交叉，故在临证之时多以半夏厚朴汤为基础

方，在原方基础上化裁或合方，用于治疗精神系统、

消化系统等多系统疾病[2]。

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胃炎及功能性消化不良是

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医根据其临床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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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其归属于“吞酸”“反胃”“呃逆”“梅核气”“噎

膈”“胃脘痛”“痞满”等范畴，其发生主要由外邪犯

胃、饮食内伤、情志不畅和脾胃素虚等导致脾胃气

机升降失常，出现反酸、痞满、胃痛、呃逆等一系列

临床表现。脾胃病病位在胃，与肝、脾、肾关系密切，

现代医家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应用半夏厚朴汤治

疗消化系统疾病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张娇等[3]

通过文献检索的方式，总结近 20 余年以来胃食管

反流病常用方剂及药对规律，发现中医治疗胃食管

反流病痰气交阻证以半夏厚朴汤为主。国医大师徐

景藩先生治疗胃食管反流病常以半夏厚朴汤为基

础方，并采用“糊剂卧位治疗法”，即处方汤药加藕

粉调成糊状半流质药空腹服用[4]。金仕洪等[5]认为慢

性胃炎病机为脾胃气机升降失常，痰涎凝聚所致，

治以燥湿降逆，使用半夏厚朴汤加减方治疗慢性胃

炎 167 例。肖林认为虽然功能性消化不良病因复杂

多变，但其基本病理机制以肝胃不和、气机郁滞、脾

胃升降失常、运化失司为主，治疗宜从疏肝行气、化

痰降逆、健脾和胃着手，以半夏厚朴汤化裁，疗效令

人满意[6]。

3 半夏厚朴汤现代药理研究
现代研究证实半夏厚朴汤能有效镇呕止吐，改

善胃肠功能。药理研究表明生半夏及制半夏煎剂具

有镇吐作用，半夏制剂能有效抑制胃液分泌[7]。厚朴

醇提物明显抑制小鼠 HCI 型溃疡形成，促进大鼠胆

汁分泌，实验表明厚朴对消化系统具有促进作用[8]，

这也是厚朴主治湿阻中焦，脘腹胀满，食积气滞的

作用基础。茯苓中的茯苓总三帖对急、慢性炎症有

抑制作用，能降低胃液分泌，抑制胃溃疡[9-10]。刘蓉等

通过实验发现紫苏能调节胃肠运动障碍大鼠肠运

动功能，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强胃肠蠕动的作用[11]。

方中生姜有“呕家圣药”之美誉，辛温散气，降逆和

中，与诸药共同发挥行气散结、降逆化痰之功效。

4 小结
从半夏厚朴汤理论渊源、组方分析、现代应用

及药理研究均显示该方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上具

有可靠的疗效。中医诊治疾病的法则不是着眼于病

的异同，而是病机的区别。所谓异病同治，是指不同

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

因而采用同一方法治疗的法则。异病同治，既不取

决于病因，也不取决于病证，关键在于辨别不同疾

病其病机是否相同。将半夏厚朴汤化裁或合方用于

治疗脾胃病，是中医“异病同治”与“辨证论治”理论

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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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uitability of Banxia Houpu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CUI Liｎａ，LIU Leilei，WANG Shao，MENG Jingy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ｉｎｅ，Ｔｉanjin 301617, China）
Abstract：Banxia Houpu decoction was first loaded in the Golden chamber, in order to treatment qi stagnation and
phlegm obstructing type plum kernel gas of women. Through clinical follow鄄up study and literature studｙ，ｉt is found
that Banxia Houpu decoction has a good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n many kinds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The
suitability of Banxia Houpu decoction in treating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i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researcｈ，ｃomposition analysis, modern applica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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