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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寒热并用药对串解》分“寒热并用药对串解”及“医论医话”两部分，是作者多年来学医心得及部
分临证经验的总结。
“串解”共列寒热并用药对52则，方剂230余酋，涉及内、外、妇、儿诸科，选方上自汉、唐，下及明
、清、近代，为确具临床价值，或可资借鉴、研究者。
采用综合、比较、演绎的方法，阐明寒热并用药对的精义，并列举其适应证，进而通过历代名方，分
析药对在不同方剂组合中的意义，指出其应用要点。
“医论医话”收集作者从1979年迄今的33篇论文，体现作者从医至今的心路历程，其中部分内容曾在
国内期刊公开发表，涉及对中医经典著作、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对张景岳、叶天士、黄坤载、蒋椿
田、柳宝诒、章次公等名家经验的评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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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步先，1945年生，江苏泰兴人。
始承家学，后拜朱良春、朱则如为师，学习中医，从医五十载。
1983年，任江苏省泰兴县（现泰兴市）中医院副院长。
1985年，奉调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先后任《中医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中医杂
志》社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
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编委、该书“理论分支”副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
学》编委，《现代中医内科学》副主编等。
主要著作有《（普济本事方）发微》（201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等。
1992年出国，在海外传播中医学，专注临床及学术研究，现居英国牛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寒热并用药对串解>>

书籍目录

一、麻黄—石膏 方剂：麻杏甘石汤 投杯汤 五虎汤 均气八仙散 麻黄解肌汤 《千金》石膏汤《千金》妊
娠高热外洗方 越婢汤 惺惺散 《宝鉴》石膏散《千金》治腹内挛急方 二、麻黄—黄芩 方剂：麻芩桂姜
汤 水解散 麻黄黄芩汤 定喘汤 三、麻黄—海蛤壳 方剂：自制“麻蛤平喘汤” 四、麻黄—白薇 方剂：
葳蕤汤 诏书发汗白薇散 自制“久咳白薇汤” 五、麻黄—桑白皮 方剂：加味葶苈大枣泻肺汤 九宝汤 华
盖散 六、麻黄—麦冬 方剂：生麦门冬汤 自制“加味生麦门冬汤” 贝母散 清肺散 七、麻黄—地龙 方
剂：复方麻黄炒地龙片 地龙汤 八、麻黄—连翘 方剂：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九、麻黄—大黄 方剂：黑散 
雪煎《千金》水解散《延年》水解散 青散 洗心散《千金》麻黄汤 恒山丸 酒疸艾汤方 一○、麻黄—牡
蛎 方剂：自制“麻牡散结汤” 一一、桂枝—黄芩 方剂：阳旦汤 一二、桂枝—黄连 方剂：黄连汤 进退
黄连汤 一三、桂枝—大黄 方剂：桂枝加大黄汤 备急散 桃核承气汤 半夏汤 一四、桂枝—石膏 方剂：
白虎加桂枝汤 桂枝石膏汤 自制“桂枝解热散” 一五、桂枝—羚羊角 一六、桂枝—石决明 方剂：自制
“抑肝通络汤 一七、桂枝—黄柏 方剂：上中下通用痛风方 疏风活血汤 一八、桂枝—防己 方剂：木防
己汤 防己茯苓汤 防己地黄汤 一九、桂枝—生地黄 方剂：炙甘草汤 二○、桂枝—丹皮 方剂：桂枝茯苓
汤 指迷温经汤 二一、紫苏叶—黄连 方剂：苏叶黄连汤 昌阳泻心汤 五瘟丹 二二、紫苏叶—桑白皮 方
剂：《本事方》紫苏散 桔梗散 马兜铃散《准绳》紫苏散 木通散 紫苏汤 二三、防风—石决明 方剂：自
制“风牵正汤” 二四、防风—龙胆草 方剂：泻青丸 草龙胆散 退血散 龙胆散 自制“清心平肝汤” 二
五、防风—黄芩 方剂：省风汤 防风汤 温金散 保肺汤 三圣地肤汤 槐角丸 防风黄芩丸 二六、荆芥—玄
参 方剂：玄参解毒汤 射干消毒汤 喉痹饮 玄荆汤 二七、羌活—黄芩 方剂：选奇汤 羌乌散 祛风清上散
二术四苓汤 清湿化痰汤 提肩散 羌活黄芩汤 二八、羌活—大黄 方剂：三化汤 枳实大黄汤 活血润燥丸 
枳壳丸 润肠丸 止痛丸 大芎黄汤 二九、细辛—石膏 三○、生姜—茶叶 三一、生姜—黄连 三二、竹沥
—姜汁 三三、大黄—附子 三四、石膏—川芎 三五、山栀—干姜 三六、山栀—良姜 三七、山栀—附子
（乌头） 三八、生地（生地汁）—生姜（生姜汁） 三九、黄连—吴茱萸 四○、黄连—厚朴 四一、黄
连—干姜 四二、黄连—附子 四三、黄连—肉桂 四四、黄连—艾叶 四五、白芷—黄芩 四六、侧柏叶—
艾叶 四七、竹茹—生姜 四八、知母—麻黄 四九、川芎—大黄 五○、附子—石膏 五一、麦冬—生姜 五
二、白薇—桂枝 附：医论医话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寒热并用药对串解>>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风今属脑血管意外，分出血性、缺血性两大类。
病位在脑，但与内在脏腑息息相关。
今人于脑出血急性期，症见面赤身热，牙关紧闭，痰涎上壅，神志昏迷，半身不遂，二便不通，舌质
红、苔黄腻，脉弦滑者，尝予通腑开闭，潜镇息风。
大黄为当用之良药，盖以其不仅能通腑泄热，并有凉血止血之功。
至于羌活，则望而却步，盖虑其温升，有助血液上溢之嫌。
这涉及中风证治的历史沿革，这里暂不讨论。
但是单用羌活，与羌活、大黄并用，其意绝不相同。
从宣通壅滞，疏通经络着眼，羌、黄这一药对用于中风的治疗，仍留给我们很大的思考空间，可供进
一步研索。
 便秘一症，历代经验效方中不乏运用羌、黄这一药对。
如李东垣《兰室秘藏》“活血润燥丸”，药用当归、防风、羌活各15克，大黄30克，皂角仁45克，桃
仁、麻仁各60克，共研细末，炼蜜为丸，每服9克，温开水送下，一日1～2次，治疗风秘、血秘。
所谓风秘，按照《丹溪心法·燥结》之说法，乃因“肠胃受风，涸燥秘涩，此证乃风气蓄而得之”；
亦有肠胃积热，风从内生而成秘结者。
血秘多因血虚，肠道失养所致。
东垣此方用羌、防疏风，大黄通腑，升降兼行，调畅气机；当归、桃仁养血活血润肠；皂角仁一味，
能疏导气滞，并可润燥；诸药合用，共奏润肠通便之功。
羌活祛风而性燥，用燥药治燥结，似乎不可思议，而“胃肠受风”一说，听来似觉很玄，然则此方确
具疗效，则必有至理。
大抵肠胀气、肠鸣，皆“风”之类也。
羌活疏风而升清，即可促进胃肠之蠕动，增进津液之流通，余信其具“宽肠”之功。
《证治准绳》“枳壳丸”治肠胃气壅风盛，大便秘实，即“风秘”之证，方由炒枳壳、炙皂角、大黄
、羌活、木香、橘红、桑白皮、白芷组成。
大抵风邪兼夹湿浊，阻遏胃肠，致使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因而大便秘结。
故用药疏利三焦，宣气化浊。
其见症较之“活血润燥丸”兼见血虚肠燥，有所不同。
 便秘而伴见绕脐腹痛，李东垣立一“润肠丸”，其方用桃仁、麻仁各30克，当归、煨大黄各20克，羌
活10克，共研细末，炼蜜为丸，酌量用之。
方中用羌活，取其兼有温经镇痛之功。
或用其宽肠，或取其镇痛，羌活之用，可谓愈出愈奇。
《沈氏尊生书》之“止痛丸”，殆得东垣之遗意，其治大便燥结，腹中疼痛，方用羌活30克，大黄24
克，槟榔、木香、肉桂、川芎各15克，郁李仁45克，共研细末，炼蜜为丸，酌量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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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寒热并用药对串解》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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