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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8_8D_AF_E5_c23_17854.htm 四气五味，就是药物

的性味，代表药物的药性和滋味两个方面。其中的“性” 又

称为“气”，是古代通用、沿袭至今的名词，所以四气也就

是四性。性和味的作 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四气，就是

寒、热、温、凉四种药性。寒凉和温热是对立的两种药性；

寒和凉 之间、热和温之间，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就是说药性

相同，但在程度上有差别，温 次于热、凉次于寒。 药性的

寒?热、温、凉，是药物作用于人体发生的反应归纳出来的，

例如，感 受风寒、怕冷发热、流清涕、小便清长、舌苔白，

这是寒的症状，这时用紫苏、生 姜煎了汤饮服后，可以使病

员发一些汗，就能消除上列症状，说明紫苏、生姜的药性是

温的。如果生了疗疮、热疗、局部红肿疼痛，甚至小便黄色

、舌苔发黄，或有发热，这就是热的症状，这时用金银花、

菊花来治疗，可以得到治愈，说明金银 花、菊花的药性是寒

凉的。 中草药的药性，通过长时期的临床实践，绝大多数已

为人们所掌握，如果我们 熟悉了各种药物的药性，就可以根

据“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和“热者寒之、 寒者热之”

的治疗原则针对病情适当应用了。一般是，寒凉药，大多具

有清热、泻火、解毒等作用，常用来治疗热性病症。温热药

，大多具有温中、助阳、散寒等作用，常用来治疗寒性病症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的药性较为平和，称为“平”性。由

于平性药没有寒凉药或温热药的作用来得显著，所以在实际

上虽有寒、热、温、 凉、平正气，而一般仍称为四气。 五味



，就是辛、甘、酸、苦、咸五种不同的滋味。它主要是由味

觉器官辨别出来的，或是根据临床治疗中反映出来的效果而

确定的。各种滋味的作用如下： （一）辛 有发散、行气或润

养等作用。一般发汗的药物与行气的药物，大多数有 辛味；

某些补养的药物，也有辛味。 （二）甘 有滋补、和中或缓急

的作用。一般滋补性的药物及调和药性的药物，大多数有甘

味。 （三）酸 有收敛、固涩等作用。一般带有酸味的药物，

大都具有止汗、止渴等作用。 （四）苦 有泻火、燥湿、通泄

、下降等作用。一般具有清热、燥湿、泻下和降逆作用的药

物，大多数有苦味。 （五）咸 有软坚、散结或泻下等作用。

一般能消散结块的药物和一部分泻下通便的药物，带有咸味

。 在五味以外，还有淡味、涩味，它们的意义和作用是这样

的： （一）淡 就是淡而无味，有渗湿、利尿作用。一般能够

渗利水湿、通利小便的药物，大多数是淡味。 （二）涩 有收

敛止汗、固精、止泻及止血等作用。 由于淡味，没有特殊的

滋味，所以一般将它和甘味并列，称“淡附于甘”；同时，

涩味的作用和酸味的作用相同，因此，虽然有七种滋味，但

习惯上仍称“五味 ”。 气和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每一种

药物既具有一定的气，又具有一定的味。 由于气有气的作用

，味有味的作用，必须将气和味的作用综合起来看待，例如

，紫 苏性味辛温，辛能发散，温能散寒，所以可知紫苏的主

要作用是发散风寒；芦根性 味甘寒，甘能生津，寒能清热，

所以可知芦根的主要作用是清热生津⋯⋯等。 一般说，性味

相同的药物，其主要作用也大致相同；性味不同的药物，功

效也 就有所区别；性同味不同、或味同性不同的药物在功效

上也有共同之处和不同之点 。例如，同样是寒性药，若味不



相同，或为苦寒，或为辛寒，其作用就有所差异，如黄连苦

寒、可以清热燥湿，浮萍辛寒、可以疏解风热；同样是甘味

药，但气有所 不同，或为甘温，或为甘寒，其作用也不一样

，如黄耆甘温?可以补气，芦根甘寒 、能清热生津。所以，在

辨识药性时，不能把药物的气与味孤立起来。 在临床具体应

用时，一般都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的，而在特殊应用的时

候，配合其它药物，则或用其气，或用其味。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