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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方》 【组成】沙参30克，细辛3克。 【功用】养阴清热，

散火止痛。 【主治】胃阴不足、胃火上炎而致的牙痛、口疮

。 【制法】上药研成粗末，置热水瓶中，冲入沸水适量，盖

闷15分钟。频频代茶饮用，1日内饮完。 【宜忌】脾胃虚寒或

肾阳不足之浮火而致的牙痛、口疮不宜服用。 【按语】沙参

甘、微苦、寒，归肺、胃两经，功能养阴生津，润肺止咳。

本方重用沙参，意在养胃阴而制虚火也。细辛辛、温而芳香

，为祛风止痛之要药，临床上细辛配石膏治胃火牙痛多收良

效。故本方用于胃阴不足。胃火上炎之牙痛、口疮尤为适宜

。牙痛、口疮有虚实之异，但终属火邪为患。如何治火以疗

牙痛，清代陈士铎的《辨证录》在“牙齿痛门”中，列了2个

“统治火之法”。一曰“治疗牙仙丹”：“玄参30克，生

地30克，水煎服。无论诸火服之均效。⋯⋯心包之火加黄

连1.5克，⋯⋯肝经之火加炒栀子6克，⋯⋯胃经之火加石膏15

克，⋯⋯脾经之火加知母3克，⋯⋯肺经之火加黄芩3克，⋯

⋯肾经之火加熟地30克，川柏、知母亦可，饮1剂而火轻，再

剂而火散，4剂而平复如故矣。”二曰“沙豆汤”：“沙参30

克，荆芥、丹皮各10克，山豆根3克，水煎服，2剂即愈。”

两方均以养阴清热为主，对此，陈氏说：“夫火既有虚实不

同，仅以一方而均治，不知火之有余，无非水之不足也。我

滋其阴，则阴阳之火无不相戢矣。”从陈氏的独特见解来分

析本药茶之方义，就一目了然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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