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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6/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6367.htm 炙甘草汤主治阴血阳气虚弱，

心脉失养证；虚劳肺症。 【方名】 炙甘草汤 【异名】复脉

汤(《伤寒论》)。 【出处】 《伤寒论》 【分类】 补益剂-气

血双补 【组成】 炙甘草（12克） 生姜（9克） 桂枝（9克） 

人参（6克） 生地黄（50克） 阿胶（6克） 麦门冬（10克） 麻

仁（10克） 大枣（10枚） 【功用】 益气滋阴，通阳复脉。 

【主治】 1．阴血阳气虚弱，心脉失养证。脉结代，心动悸

，虚羸少气，舌光少苔，或质干而瘦小者。2．虚劳肺症。干

咳无痰，或咳吐涎沫，量少，形瘦短气，虚烦不眠，自汗盗

汗，咽干舌燥，大便干结，脉虚数。（本方常用于功能性心

律不齐、期外收缩、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病毒性心肌炎

、甲状腺功能亢进等而有心悸气短、脉结代等属阴血不足，

阳气虚弱者。） 【用法】 上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

，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现代用

法：水煎服，阿胶烊化，冲服）。 【禁忌】 斟酌。 【方解】

本方是《伤寒论》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名方。其证是由伤

寒汗、吐、下或失血后，或杂病阴血不足，阳气不振所致。

阴血不足，血脉无以充盈，加之阳气不振，无力鼓动血脉，

脉气不相接续，故脉结代；阴血不足，心体失养，或心阳虚

弱，不能温养心脉，故心动悸。治宜滋心阴，养心血，益心

气，温心阳，以复脉定悸。方中重用生地黄滋阴养血为君，

《名医别录》谓地黄“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益气力”

。配伍炙甘草、人参、大枣益心气，补脾气，以资气血生化



之源；阿胶、麦冬、麻仁滋心阴，养心血，充血脉，共为臣

药。佐以桂枝、生姜辛行温通，温心阳，通血脉，诸厚味滋

腻之品得姜、桂则滋而不腻。用法中加清酒煎服，以清酒辛

热，可温通血脉，以行药力，是为使药。诸药合用，滋而不

腻，温而不燥，使气血充足，阴阳调和，则心动悸、脉结代

，皆得其平。 虚劳肺痿属气阴两伤者，使用本方，是用其益

气滋阴而补肺，但对阴伤肺燥较甚者，方中姜、桂、酒减少

用量或不用，因为温药毕竟有耗伤阴液之弊，故应慎用。 本

方与生脉散均有补肺气，养肺阴之功，可治疗肺之气阴两虚

，久咳不已。但本方益气养阴作用较强，敛肺止咳之力不足

，重在治本，且偏于温补，阴虚肺燥较著或兼内热者不宜；

而生脉散益气养阴之力虽不及本方，因配伍了收敛的五味子

，标本兼顾，故止咳之功甚于炙甘草汤，且偏于清补，临证

之时可斟酌选用。 【方论】方中重用炙甘草甘温益气，通经

脉，利血气，缓急养心为君；人参、大枣益气补脾养心，生

地、麦冬、麻仁、阿胶，滋阴养血为臣；桂枝，生姜、清酒

温阳通脉为佐。诸药合用，温而不燥，滋而不腻，共奏益气

养血，滋阴复脉之功。 【化裁】 方中可加酸枣仁、柏子仁以

增强养心安神定悸之力，或加龙齿、磁石重镇安神；偏于心

气不足者，重用炙甘草、人参；偏于阴血虚者重用生地、麦

门冬；心阳偏虚者，易桂枝为肉桂，加附子以增强温心阳之

力；阴虚而内热较盛者，易人参为南沙参，并减去桂、姜、

枣、酒，酌加知母、黄柏，则滋阴液降虚火之力更强。 【各

家论述】 1.《医方考》：心动悸者，动而不自安也，亦由真

气内虚所致。补虚可以去弱，故用人参、甘草、大枣；温可

以生阳，故用生姜、桂技；润可以滋阴，故用阿胶、麻仁；



而生地、麦冬者，又所以清心而宁悸也。 2.《医方集解》：

此手足太阴药也。人参、麦冬、甘草、大枣益中气而复脉；

生地、阿胶助营血而宁心；麻仁润滑以缓脾胃；姜、桂辛温

以散余邪；加清酒以助药力也。 3.《古方选注》：人参、麻

仁之甘以润脾津；生地、阿胶之咸苦，以滋肝液；重用地、

冬浊味，恐其不能上升，故君以炙甘草之气厚、桂枝之轻扬

，载引地、冬上承肺燥，佐以清酒芳香入血，引领地、冬归

心复脉；仍使以姜、枣和营卫，则津液悉上供于心肺矣。脉

络之病，取重心经，故又名复脉。 4.《血证论》：此方为补

血之大剂。姜、枣、参、草中焦取汁，桂枝入心化气，变化

而赤；然桂性辛烈能伤血，故重使生地、麦冬、芝麻以清润

之，使桂枝雄烈之气变为柔和，生血而不伤血；又得阿胶潜

伏血脉，使输于血海，下藏于肝。合观此方，生血之源，导

血之流，真补血之第一方，未可轻议加减也。⑤《成方便读

》：方中生地、阿胶、麦冬补心之阴；人参、甘草益心之阳

；桂枝、生姜、清酒以散外来寒邪；麻仁、大枣以润内腑之

枯槁。 【附方】 加减复脉汤（《温病条辨》） 【附注】 本

方为阴阳气血并补之剂。临床应用以脉结代，心动悸，虚羸

少气，舌光色淡少苦为辨证要点。 【文献】 方论 罗美《古今

名医方论》卷1录柯琴：“仲景于脉弱者，用芍药以滋阴，桂

枝以通血，甚则加人参以生脉；未有地黄、麦冬者，岂以伤

寒之法，义重护阳乎？抑阴无骤补之法与？此以心虚脉代结

，用生地为君，麦冬为臣，峻补真阴，开后学滋阴之路。地

黄、麦冬味虽甘而气大寒，非发陈蕃莠之品，必得人参、桂

枝以通脉，生姜、大枣以和营，阿胶补血，酸枣安神，甘草

之缓不使速下，清酒之猛捷于上行，内外调和，悸可宁而脉



可复矣。酒七升，水八升，只取三升者，久煎之则气不峻，

此虚家用酒之法，且知地黄、麦冬得酒良。” 《伤寒论辨太

阳病脉证并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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