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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功效】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主治】风寒表虚证或营卫不和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
，或鼻鸣干呕，苔白不渴，脉浮缓或浮弱者。 【制方原理】风寒伤人肌表，本应恶寒发热而无汗，今
汗自出而发热恶风者，是外感风寒，而以风邪为主之故。盖风为阳邪，其性开泄。风邪伤卫，腠理不
固，卫气外泄，营阴不得内守，所以汗出而发热恶风不解，即“营卫不和”。卫得风而强，营不守而
弱，故《伤寒论》称其为“卫强营弱”。然卫强而不能固护，汗出而营阴受损，所以本证的本质实为
“营卫俱弱”，习惯上称其为表虚证。皮毛肌腠内通肺胃，而鼻为肺窍，邪犯肌表，则肺胃失和，故
鼻鸣干呕。风伤营卫之表证，故见苔白不渴，脉浮缓或浮弱。本证病机为外感风寒，卫伤营弱，营卫
不调，肺胃失和。治宜解肌散邪，扶卫助营，调和营卫，兼和肺胃。营卫源于中焦，故调和营卫当顾
中焦脾胃。 方中桂枝辛甘而温，透营达卫，解肌散寒，为君药；芍药酸苦而凉，益阴敛营，为臣药。
君臣相合，相须为用，一治卫强，一治营弱，共调营卫。生姜辛温，既助桂枝解肌散邪，又能暖胃止
呕；大枣甘平，益气和中，滋脾生津；姜枣相合，还可升散脾胃之气津而益营助卫，合为佐药。炙甘
草甘温，益气和中，合桂枝“辛甘化阳”以扶卫，合芍药“酸甘化阴”以助营，兼调和诸药，兼为佐
使之用。本方配伍严谨，法中有法，被前人誉之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
汗之总方也。”（《伤寒来苏集》） 制方特点：①配伍严谨：方中桂、芍散邪敛汗，调肌表之营卫；
姜、枣益脾畅胃，调脾胃之营卫；甘草合桂、姜扶卫，合芍、枣助营，且两调于表里营卫之间。②服
法讲究：先是药煎取汁，“适寒温”服之；“服已须臾，啜热稀粥”，借水谷之精气，充养中焦，不
但易为酿汗，更可使外邪速去而不致复感；同时“温覆令一时许”，是避风助汗之意；待其“遍身絷
絷，微似有汗”，是肺胃之气已和，津液得通，营卫和谐，腠理复固，故谓“益佳”。 【临床应用】
1.用方要点本方有解肌发表、调和营卫的功用，不仅用于外感风寒的表虚证，还可用于病后、产后、
体弱表现的营卫不和证。临证当以身热，汗出恶风，舌淡苔白，脉浮弱为使用依据。 2.临证加减根据
营卫不和的偏颇，调整方中药物用量或加味。邪羁卫强见发热明显，增加桂枝、生姜用量；卫阳不足
见恶寒明显，增加桂枝、甘草用量，或加附子；卫气虚甚见漏汗不止，加黄芪、白术；营弱见汗多脉
细，增加芍药、甘草用量；营气虚甚，再加当归；营卫俱弱见身痛、脉沉迟，加人参。卫虚肺滞，见
鼻痒流涕者，可加黄芪、防风、苍耳子、辛夷。  3.现代运用 主要用于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上呼吸
道感染等见风寒表虚证者。加减后还可用于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痛、皮肤瘙痒、荨麻疹、过敏性鼻炎
、湿疹、冠心病、病毒性心肌炎、雷诺病、多性红斑、冬季皮炎、小儿多动症、妊娠恶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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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比了绿色版的那本方剂学,我本人比较喜欢绿色那版的.不过学校要求的就这样咯!
2、书都是正版，不错，配送也很快
3、好，就是总论太多，其实与前版一样的
4、教材还可以，自学也能用
5、课本这些东西，丢了就得赶紧买，所以亚马逊做的很好~
6、书很全面  讲的与中医药出版社最大的不同就是通俗易懂  内容全适合自学
7、是正版，书看着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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