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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解表剂

一、辛温解表

辛温解表法，适用于外感风寒的表证。因为正气抗

邪于皮毛、肌表、经络，所以出现恶寒发热，肢体疼痛，脉

浮紧或浮缓，无汗或有汗等症状。代表方剂如麻黄汤、桂

枝汤等。

０００１　麻黄汤

【方源】原出《伤寒论》。在应用中，方药组成相同，药

量加大。

【组成】麻黄３０克，桂枝３０克，杏仁３０克，甘草

２１克。

【用法】水煎去渣，候温灌服。１日１剂。用药后要

避风取汗。

【功用】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主治】各种家畜的太阳表实之证。家畜风寒感冒，

症现恶寒发热，乍毛发抖，无汗咳喘，鼻流清涕，肢体疼

痛，舌苔薄白，脉象浮紧。

【方解】本方主为太阳表实之证而设。风寒侵入肌

表，卫阳被遏，阳气不能外达，故恶寒。正邪交争则发热。

风寒闭塞毛孔故无汗，乍毛发抖。肺主皮毛，皮毛受邪则

肺卫不宣，肺气郁而上逆，则咳喘流涕。风寒袭表，气血

运行不畅，故脉象浮紧。本方用麻黄解除在表之风寒，宣

肺平喘，为主药。桂枝振奋心阳，温通经络，促进营血运

行，解肌发汗，为辅药。风寒之邪犯体，从皮毛直达腠理，

再入肌间，甚则入营，麻黄可解除皮毛腠理之邪，若邪入

肌间，深入营血，则肌间收缩紧闭，入里之邪终不能出。

此刻主药麻黄无能为力，非桂枝不能解肌，透达营卫。故

麻黄与桂枝为伍，可驱邪之浅深，缺一不可。因肺主气，

以肃降为顺，杏仁辛开苦降，协主辅之药宣肺透邪，又可

止咳平喘，故为佐药。甘草缓中，牵制麻黄之散，桂枝之

辛，配合杏仁又化痰止咳，为使药。

【按语】本方去桂枝加石膏、生姜、大枣，名“越婢汤”。

去桂枝之辛温，加生姜之辛散，石膏之辛寒，故去桂枝不

减辛散发汗之力，加石膏则增加了寒凉之性，加枣是防寒

凉伤胃气，故可治疗偏热性水肿。

本方加白朮，名“麻黄加白朮汤”。因白朮燥湿力比

较强，可补偿麻黄汤之不足，故可祛风湿疗痹痛。

本方去桂枝加石膏，名“麻杏石甘汤”。去桂枝之温，

加石膏之寒，故为辛凉之剂，对于风热咳喘有良效。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治疗阳谷县李台公社武堤口大队

武××的绵羊一只，公，白色，体重６０千克。主诉：昨天

夜里，北风大刮，羊屋门被刮开，羊跑出去了，今天早晨刚

找到，不吃草，不反刍，浑身发抖。

检查：恶寒重，发热轻，耳鼻俱冷，运步跛行，无汗喘

咳，舌苔薄白，脉象浮紧。

【症状分析】该患羊为风寒袭表，卫阳被束，阳气内

郁，故恶寒重，发热轻。风寒犯表，卫阳郁闭，不能温分

肉，煦皮毛，故耳鼻俱冷。寒邪侵体，本性发作，导致经气

凝闭，流行不畅，故运步跛行。风寒束表，腠理闭塞，肺气

失宣，故无汗喘咳。风寒外感，邪气浅表，故舌苔薄白。

风寒犯体，正气奋起拒邪于外，气血外冲，故脉象浮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患羊是太阳表实之证。速

投麻黄汤１剂：麻黄２１克、桂枝２１克、杏仁２１克、甘草

１５克，水煎去渣，候温灌服。

次日检查，诸症皆轻，喘咳不减，仍持上方灌服，但甘

草的量加大为３０克，第三天追访已愈。

如持上方不变，恐病刚复再大汗伤阴，致变症蜂起。

若皆减药量，又恐药力不能抵邪，而延误病机，加大甘草

的用量，道理就在于二者之间。因甘草甘缓，可缓麻黄、

桂枝猛汗之力，不致伤阴变症，且可助杏仁定喘止咳，正

对喘咳不轻之症状，故可取效。

采用本方应切实注意下列事项：①本方为发汗强剂，

阴虚失血者禁用，非用不可者，也须配伍滋阴补血之品。

②本剂药品多辛散，易于挥发，不易久煎，久煎则药性挥

发、散失，降低药效。③本方是很有效的发汗名方，用之

得当则汗出，咳喘皆愈。服药后牛、猪耳根部微汗，马羊

则皮毛潮润，手摸有湿感。若用不当，可大汗伤阴，故应

谨慎使用。也就是说，辨证要明确，非此证不可用此方。

【歌诀】麻黄汤是有效方，麻桂杏草共四样，外感风寒

表实证，用药微汗服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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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２　桂枝汤

【方源】原出《伤寒论》。在应用中，方药组成相同，药

量加大。

【组成】桂枝４５克，白芍４５克，炙甘草２１克，生姜４５
克，大枣１２个。

【用法】水煎去渣，候温灌服。１日１剂。

【功用】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主治】名种家畜的太阳表虚之证。家畜风寒感冒，

症现肌表发热，汗出恶风，鼻流清涕，舌苔薄白，脉象浮

缓等。

【方解】本方为太阳表虚之证而设，主要调和营卫。

营为阴，卫为阳，在正常情况下，卫阳固护于外，营阴安守

于内。因风邪侵表，卫阳失其固护，营阴失其安守，故汗

出恶风，脉象浮缓。肺合皮毛，皮毛受邪，则导致肺气不

宣，故鼻流清涕。正气抗邪，正邪交争，故肌表发热。风

寒在表，故舌苔薄白。本方以桂枝解肌散风，为主药。白

芍敛阴止汗，为辅药。桂枝、白芍同用，是于发散之中微

有敛汗之意，二者一散一收，调和营卫，使表解里和。大

枣之甘可助白芍以和营，生姜之辛可佐桂枝以发散，为佐

药。甘草甘缓，调和诸药，为使药。方中有生姜、桂枝等

阳药，亦有白芍、大枣等阴药，刚柔相济，以达调和营卫之

目的。表证用之，可解肌和营卫，里证用之，可化气调

阴阳。

【加减】本方加黄芪４５克，可治疗阳虚发热。阳虚发

热，为浮阳外越的一种虚热之证。黄芪甘温，甘能补养，

温能助阳，故与解肌和营的桂枝汤合用，能疗阳虚发热

之证。

【按语】本方加龙骨、牡蛎，方名“桂枝加龙骨牡蛎

汤”。龙骨甘涩，牡蛎咸平，甘涩可敛固，咸平可入肾，故

可治疗遗精、自汗、盗汗等。本方加杏仁、厚朴，方名“桂

枝厚朴杏仁汤”。可治疗太阳表虚兼喘之证。杏仁降逆，

厚朴下气，故可治疗喘证。

【歌诀】太阳表虚桂枝汤，白芍甘草枣生姜；解肌发表

调营卫，散风止汗功效彰。

０００３　荆防败毒散

【方源】原出《摄生众妨方》。后引用到兽医上来，见

山东省畜牧兽医学校１９７５年编写的《中兽医方剂学》，方

药组成相同，药量加大。在应用中，方药组成相同，药量

为常用量。

【组成】荆芥３０克，防风３０克，羌活２５克，独活２５
克，柴胡２５克，前胡２５克，枳壳２５克，桔梗３０克，茯苓

２５克，川芎２１克，甘草２１克，薄荷９克，生姜５克。

【用法】共为细末，生姜捣碎，开水冲调，候温灌服。１
日１剂。

【功用】解表散寒，祛湿宣肺。

【主治】马（包括驴、骡）、羊风寒感冒夹湿之证。症现

恶寒发热，咳嗽流涕，肢体疼痛，腹下浮肿，摸之凉。

【方解】本方主为风寒感冒夹湿之证而立。风寒之邪

侵入太阳，太阳一身之表，为六经之藩篱，藩篱被束，阳气

难以外达，故恶寒。正气拒邪，正邪交争，其症当有发热。

外邪犯表，肺卫首当其冲。邪轻正强，可不发病或发病轻

微，肺仍能司其职。若邪强正衰，则肺失宣降之功，水道

难以通调，水津不得外布，肺外应鼻，故咳嗽流涕。风寒

外束，太阳经气运行受阻，故肢体疼痛。因是风寒夹湿之

证，湿气本性凝滞沉降，故腹下浮肿，摸之凉。方中荆芥

辛温，芳香而散，气味轻扬，故能入肌肤以驱散风寒之邪。

荆芥驱邪在浅层，防风驱邪在深层，二药伍之表里之邪皆

可奏效。羌活、独活皆为辛温之品，但羌活入太阳善驱游

走之风寒，适用于疼痛游走者；独活入少阴，善驱不移之

风寒，适用于疼痛固定者。四药伍之内外动静之风寒皆

治，共为主药。本方主为风寒感冒夹湿而设，风寒为主，

湿气自然为辅。茯苓、甘草为补气健脾之品，气充脾健，

水湿得以运化，消除水肿足以当任，正气充盛，又可助主

药更好地发挥祛风的作用，二药共为辅药。肺主皮毛，皮

毛受邪，必用肺药。桔梗载药入肺，前胡入肺而降气止

咳，柴胡和解少阳，枳壳行气，川芎行血，气血运行无阻，

不止痛而痛自愈。五药共为佐药。生姜助主药解表，薄

荷防三邪化热，共为使药。

【加减】菌痢初期，兼有风寒夹湿之证者，可加黄连

２１克，木香２１克，因黄连有抑菌清热燥湿之功，木香有

理气疗后重之能。畜体衰弱者，可加党参３０克，以扶正

祛邪。疮痈初起，伴有恶寒发热症状时，可加银花３０克、

野菊花３０克，因这两味药为清热解毒消痈肿之圣品。

【按语】若无柴胡，可用升麻代替。

【歌诀】荆防败毒薄荷芎，柴桔羌独前草苓，枳壳生姜

共相煎，风寒夹湿功效宏。

０００４　九味羌活汤

【方源】原出《此事难知》。山东省畜牧兽医学校引用

到兽医上来，见该校１９７２年编写的《中草药与方剂》，方

药组成相同，药量加大。在应用中加柴胡，疗效较佳，其

他药量为常用量。

【组成】羌活４５克，白芷３０克，苍朮４５克，川芎３０
克，细辛２５克，黄芩３０克，生地３０克，防风４５克，甘草

３０克，柴胡３０克，生姜３０克，葱白１根。

【用法】水煎去渣，候温灌服。１日１剂。

【功用】发汗祛湿，兼清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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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牛流感。症现恶寒发热，乍毛流涕，肢体疼

痛，重则卧地难起，口渴无汗，脉象浮急。

【方解】本方为治牛流感的有效方。主因外感风寒湿

之邪而引。风寒湿外束，腠理密闭，卫阳被郁，故恶寒发

热。肺气不宣，故乍毛流涕。风寒湿束表，气血运行不

畅，故肢体疼痛，重则经络阻塞，神经失灵，故卧地难起。

风寒束闭玄腑，玄腑紧缩不开，故无汗。风寒湿入里，久

则化热，故口渴。外邪束表，正气抗邪，气血外冲，故脉浮

紧，方中羌活入太阳经，祛风散湿，通痹止痛，有拨乱反正

之功。故《珍珠囊》中说：“羌活治肢节疼痛，太阳本经风

药也。羌活若为太阳风药，而足太阳与少阴肾为表里，羌

活亦入之。”防风走内，可搜经络肌骨之风。风寒湿之邪

侵体后，易留半表半里少阳之位，柴胡为少阳经药，可和

解表里。三药伍之表里与半表半里之邪皆可驱除，为主

药。寒邪犯体，非温不可，方中细辛、白芷皆可温经祛寒，

但细辛入少阴经以温经散寒，白芷入阳明经以温经止痛。

苍朮燥湿健脾。三药伍之，共凑湿经祛寒，且助主药祛除

风寒湿之邪，为辅药。川芎辛温，为血中之气药，能上行

头目，下达血海，可畅血通络，活血止痛。辛温之品，最易

伤阴化热，故用黄芩清热泄火，生地清热养阴，是在辛散

之中，寓以清热之品，辛散不助热势，清热不恋表邪。二

药共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生姜、葱白助主辅发表祛

湿，共为使药。

【加减】卧地难起者，加地风、年见、牛膝、木瓜、杜仲、

地龙各３０克。年见、地风同用为相须之品，可增强祛风

湿的疗效，牛膝专治肢疼，症见抬举困难。木瓜专治腕

痛，症见踏地剧痛，杜仲专治腰痛、症见腰硬、转弯不灵

活，地龙为虫兽之品，本性善串易动，借其串经活络之功，

以收启瘫疗痹之效。若无里热者，可去生地、黄芩寒凉

之品。

【按语】若无细辛，可以白芷、川乌合用代替。

【歌诀】九味羌活汤黄芩，防风苍芷草细辛；地芎姜葱

加柴胡，牛患流感此方君。

０００５　发汗散

【方源】原出《元亨疗马集》。在应用中，方药组成相

同，药量为常用量。

【组成】升麻２１克，当归３０克，川芎３０克，麻黄２１
克，白芍２１克，葛根２１克，香附２１克，党参３０克，紫荆

皮２１克，生姜１５克，葱白３根，黄酒５００毫升。

【用法】共为细末，生姜、葱白捣碎，开水冲调，候温加

黄酒灌服。１日１剂。

【功用】发散风寒，行气活血。

【主治】牛感冒兼体虚之证。症现恶寒发热，身颤肢

冷，咳嗽流涕，运步无力。

【方解】风寒犯表，阳气内郁，故恶寒发热，身颤肢冷。

皮毛受邪，循经入肺，肺失宣降，故咳嗽流涕。体虚气血

不充，故运步无力。方中以麻黄散在表之风寒，葛根解肌

而退郁热，升麻升散引阳明之热毒外出。三药共同发挥

散风寒清郁热之作用，为主药。当归活血补血，川芎行血

中之气，紫荆皮通络散邪，香附行气止痛，增强血循，四药

配伍共助主药鼓邪外出，为辅药。党参补气生津，以扶正

气，白芍敛阴，牵制主药麻黄辛温伤津之弊，共为佐药。

葱白温散祛寒，生姜温散祛邪，黄酒温经袪寒，三药伍之

协助辅药增强血循，为使药。

【加减】四肢疼痛者，可加地风３０克、年见３０克、牛

膝３０克，以搜风止痛。咳嗽严重者，可加冬花３０克、杏

仁２１克，以祛痰止咳。肚胀者，可加莱菔子６０克、草果

３０克，以理气除胀。大便干者，加大黄４５克、芒硝１５０
克，以通肠泄便。

【按语】本方为治体虚感冒之主方，运用时要灵活加

减，以收对症下药之功效。体不虚而又兼湿热者，不宜用

本方，可用“九味羌活汤”。

【歌诀】发汗散中升麻黄，归芎葛芍紫荆香；党参生姜

与葱酒，体虚感冒此方良。

０００６　大青龙汤

【方源】原出《伤寒论》。后引用到兽医上来，见中国

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１９７５年编写的《中药与方剂》，

方药组成相同，药量加大。在应用中，方药组成相同，药

量为常用量。

【组成】麻黄４５克，桂枝３０克，炙甘草３０克，杏仁３０
克，生姜３０克，大枣１２枚，石膏６０克。

【用法】水煎去渣，候温灌服。１日１剂。

【功用】解表发汗，清热定喘。

【主治】各种家畜表有寒、里有热之证。症现恶寒发

热，寒热俱重，肢体疼痛，躁动不安，苔黄无汗，脉象浮紧。

【方解】本方主为表有寒、里有热之证而设。恶寒发

热，肢体疼痛，无汗，脉象浮紧为太阳表实证。苔黄，躁动

不安为内有郁热，欲转阳明经证。本方为麻黄汤加石膏、

生姜、大枣而成。麻黄发散风寒，解除太阳表实之证，石

膏清解里热，予护欲转阳明经证，二药伍之使表寒解里热

清，为主药。桂枝助麻黄解表祛寒，杏仁辛开苦降，辛开

助麻黄发散表邪，苦降协石膏清解里热，且又定喘止咳，

共为辅药。炙甘草、大枣和中护胃，甘草炙用可增强补阴

之功，以资汗源，使汗不伤阴，驱邪不损胃气，共为佐药。

生姜辛散，可助麻黄、桂枝祛除表邪，为使药。

【按语】本方为发汗峻剂，除了解表力比麻黄汤更强

外，还可清郁热以除烦。若无郁热，不可应用，防引邪

内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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