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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6/2021_2022__E4_B8_AD_

E8_8D_AF_E8_AF_8D_E5_c22_656379.htm 佩兰为菊科草本植

物佩兰的地上部份，能化湿醒脾，解暑。佩 兰 【药用】菊科

草本植物佩兰EurpatoriumfortuneiTurcz.的地上部份。 【性味

与归经】辛，平。归脾、胃经。 【功效】化湿醒脾，解暑。 

【临床应用】 1.用于湿阻脾胃、脘腹胀满、湿温初起，以及

口中甜腻等症。 佩兰气味芳香，善于化湿醒脾，功效与藿香

相似，治疗湿阻脾胃症候，两药往往相须为用。本品气味清

香，性平不温，故又为治疗湿温病症要药，常与藿香、黄芩

、苡仁等药配合应用。此外，又适用于湿热内阻、口中甜腻

多涎、口气腐臭之症。 2.用于暑湿症。 佩兰能醒暑化湿，用

于内蕴、畏寒、发热、头胀、胸闷、胃呆等症，常配合藿香

、厚朴、荷叶同用。 【处方用名】佩兰、佩兰叶、陈佩兰（

洗净，晒干，切碎用）、鲜佩兰（新鲜者，洗净，切碎用。

主要用以解暑） 【一般用量与用法】一钱至三钱，鲜者加倍

，煎服。 【按语】 1.佩兰《本经》称兰草，性味辛平，气味

方香，专入脾胃，有化湿悦脾之效，有能解暑，为治疗暑湿

内蕴之药，其为脾瘅要药，亦去化湿之功。鲜品用于夏令作

用尤佳。 2.藿香与佩兰均能化湿和中、解除暑热，故临床往

往相须配用，但藿香性偏辛温，又能祛风寒、治鼻渊；佩兰

则性属辛平，又为湿温、脾瘅之要药。 【方剂举例】 芳香化

浊法（《时病论》）：佩兰、藿香、陈皮、制半夏、大腹皮

、厚朴、荷叶。治夏月霉湿，胸腹满闷，气机不畅。 辛苦香

淡汤（《湿温大论》）：佩兰、藿香、川朴、半夏、黄芩、



黄连、枳实、滑石、苡仁。治湿温症。 【文献摘录】 《素问

？奇病论》：「津液在脾，故令人口干也，此肥美之所发也

。......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本草

纲目》：「按『素问』云，五味入口，藏于脾胃，以行其精

气，津液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美所发也，其气上溢，转为

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本草经疏》：「肺主气，

肺气郁结，则上窍闭而下窍不通，胃主纳水谷，胃气郁滞，

则水不以时化而为痰癖，兰草辛平能散结滞，芬芳能除秽恶

，则上来诸症自疗，大多开胃除恶，清肺消痰，散郁结之圣

药也。」 相关推荐： #0000ff>中药词典：水泽兰 #0000ff>中药

词典：豆豉姜 #0000ff>中医助理医师中药学汇总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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