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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22_652148.htm 扶正和祛邪是相互联系的两个

方面，扶正是为了祛邪，通过增强正气的方法，驱邪外出，

从而恢复健康，即所谓“正盛邪自祛”！ 扶正和祛邪是相互

联系的两个方面，扶正是为了祛邪，通过增强正气的方法，

驱邪外出，从而恢复健康，即所谓“正盛邪自祛”。祛邪是

为了扶正，消除致病因素的损害而达到保护正气，恢复健康

的目的，即所谓：“邪去正自安”。扶正与祛邪是相辅相成

的两个方面。因此运用扶正祛邪的治则时，要认真仔细分析

正邪力量的对比情况，分清主次，决定扶正或祛邪，或决定

扶正祛邪的先后。一般情况下，扶正用于虚证；祛邪用于实

证；若属虚实错杂证，则应扶正祛邪并用，但这种兼顾并不

是扶正与祛邪各半，乃是要分清虚实的主次缓急，以决定扶

正祛邪的主次、先后。总之，应以“扶正不致留邪，祛邪不

致伤正”为度。具体情况如下： （1）扶正：扶正适用于以

正虚为主，而邪不盛实的虚证。如气虚、阳虚证，宜采取补

气、壮阳法治疗；阴虚、血虚证，宜采取滋阴、养血法治疗

。 （2）祛邪：适用于以邪实为主，而正未虚衰的实证。临

床上常用的汗法、吐法、下法、清热、利湿、消导、行气、

活血等法，都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根据邪气的不同情况制

定的。 （3）先攻后补：即先祛邪后扶正。适用于虽然邪盛

、正虚，但正气尚可耐攻，以邪气盛为主要矛盾，若兼顾扶

正反会助邪的病证。如瘀血所致的崩漏证，因瘀血不去，出

血不止，故应先活血化瘀，然后再进行补血。 （4）先补后



攻：即先扶正后祛邪。适用于正虚邪实的虚实错杂证而正气

虚衰不耐攻的情况。此时先祛邪更伤正气，必须先用补法扶

正，使正气渐渐恢复到能承受攻伐时再攻其邪。如臌胀病，

当正气虚衰为主要矛盾，正气又不耐攻伐时，必须先扶正，

待正气适当恢复，能耐受攻伐时再泻其邪，才不致发生意外

事故。 （5）攻补兼施：即扶正与祛邪并用。适用于正虚邪

实，但二者均不甚重的病证。具体运用时必须区别正虚邪实

的主次关系，灵活运用。如以正虚为主要矛盾，单纯用补法

又恋邪，单纯攻邪又易伤正，此时则应以扶正为主兼祛邪。

如气虚感冒，则应以补气为主兼解表。若以邪实为主要矛盾

，单攻邪又易伤正，单补正又易恋邪，此时治当以祛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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