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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加强教材建设，确保
高质量教材进课堂。
要大力锤炼精品教材，并把精品教材作为教材选用的主要目标。
对发展迅速和应用性强的课程，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积极开发新教材，并使高质量的新版教材成为
教材选用的主体”的指示精神。
在编写《方剂学》教材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与完善结构体系，如实反映了方剂学进展，与时俱进。
    本教材编写特色主要有五：一是在总论中增设“方剂配伍原则”(即针对病机而选用方药，针对脏腑
生理特性而选用方药)与“方剂配伍方法”[相须配伍，相使配伍，相畏(相杀)配伍，相反配伍]，以此
可检验临证选方择药的科学性与针对性；二是在各论的方剂中增设“功用”与“药理作用”、“中医
证”与“西医病”，以此引导临证用方能沟通中西医理论：三是在各论方剂中增设“讨论”内容，以
此点拨、剖析及解决学习中的疑点、难点；四是在每章之后“复习思考题”中增设“病例分析”，以
缩小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五是将“方解”改为“方证分析”，以强健方药与病证之间的
内在关系，以使《方剂学》教材结构更完整、知识更系统、布局更合理、内容更先进、临床更实用，
达到培养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应用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目的。
    学习方剂学，背诵方药组成是学好方剂的基础，掌握功用与药理作用是用好方剂的前提，熟悉中医
证与西医病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宗旨，理解方证分析是提升理性思维的台阶；掌握临床运用是实现学以
致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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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调和肝脾　　调和肝脾剂，主要用于肝脾不和证。
临床表现以胸胁胀痛，腹痛肠鸣.或乳房胀痛等为主。
常用药物有柴胡、芍药、枳实、陈皮等；代表方如逍遥散、痛泻要方等。
　　逍遥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组成】柴胡去苗茯苓去白白术当归去苗，锉，微炒芍药
各一两（各30g）甘草微炙赤，半两（15g）　　【用法】上为粗末，每服二钱（6g），水一大盏，烧
生姜一块切破，薄荷少许，同煎至七分，去渣热服，不拘时服（现代用法：水煎服）。
　　【功用】疏肝解郁，健脾养血。
　　【药理作用】具有保护胃黏膜、抗肝损伤、抗炎、抗病毒、调节内分泌、镇静镇痛等作用。
　　【中医证】肝郁脾弱血虚证。
两胁胀痛，头痛，头晕目眩，口燥咽干，神疲食少，或月经不调，乳房胀痛，苔薄，脉弦或虚。
　　【西医病】慢性肝炎、肝硬化、慢性胆囊炎、慢性肠胃炎、肠易激综合征、经前期紧张综合征、
慢性乳腺炎、围绝经期综合征等病的临床表现符合肝郁血虚脾弱证者。
　　【方证分析】本方所治之证乃肝气郁滞，脾气虚弱，阴血不足所致。
肝气郁滞，不能疏达经气脉络，则胸胁胀痛；血虚不能上荣于头，则头晕目眩，头痛；血虚不能滋荣
，则口燥咽干；脾气虚弱，气血生化不足；则神疲食少；女子以气为用，以血为本，肝气郁滞而及血
，经血不利，脉络不和，则月经不调，乳房胀痛；苔薄，脉弦或虚，皆为肝郁脾弱血虚之征。
治当疏肝解郁，健脾养血。
.方中柴胡疏肝解郁，调理气机；脾气虚弱，以白术健脾益气，扶脾抑肝；阴血不足，以当归补血荣肝
，共为君药。
芍药补血敛阴，与柴胡相用，一疏一敛，调和肝气；与当归配伍，以增补血之用；茯苓益气渗利，助
白术健脾；肝气郁滞，以薄荷解郁，助柴胡疏肝理气醒脾，为臣药。
脾胃不和，以生姜调和脾胃，为佐药。
甘草益气和中，并调和药性，为佐使药。
诸药配伍，以奏疏肝解郁，健脾养血之效。
　　讨论：有认为逍遥散主治症状是两胁作痛，有认为是两胁胀痛，根据逍遥散功用疏肝健脾养血，
所以肝郁病证当以两胁胀痛为多见。
　　有认为逍遥散主治“脉弦而虚”，有认为是脉弦或脉虚，根据弦脉与虚脉的形态与特征。
弦以硬为主，虚以弱为主，所以硬与弱不能同时出现，根据临床实际，因病机主次不同，患者有的以
弦脉为主，有的以虚脉为主。
　　【临床运用】　　1.用方要点本方是主治肝郁脾弱血虚的基础方，临床应用以两胁胀痛，头晕目
眩，神疲食少，或乳房胀痛，苔薄，脉弦或虚为辨治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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