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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池教授是第三届野首都国医名师冶袁全国第

三尧第四届名老中医学术继承指导教师遥其出生于中

医世家袁幼时便熟读中医经典袁家承其父治疗肝病的

临床经验袁后入北京中医学院系统地学习了中医理

论和临床知识袁而后侍诊于北京妇科名医刘奉五左

右袁得其宝贵的临证经验遥他从事中医教学尧医疗尧科
研工作 60 余年袁治学严谨袁临证认真袁辨证精微袁擅
长诊治内科疾病袁临证中对肝病尧肾病尧冠心病尧糖尿

病尧性功能障碍尧乳腺病尧妇女不孕及慢性盆腔炎尧痤
疮尧湿疹等袁亦有独特见解与深入研究遥 笔者有幸跟

师学习袁受益匪浅遥现将刘燕池教授治疗内科杂病常

用角药介绍如下袁以供同道参考遥
方剂中有单味药单独使用的即单行袁两味药配

伍使用的即药对袁还有特定的 3 味药配伍使用的即

角药袁这在方剂配伍功效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临床

用途[1-2]遥 角药袁3 味中药的有机组合是先贤的长期临

床经验之得野角药冶是联合运用 3 味中药袁配成一组袁
使药物互相配合达到相须尧相使为用袁三足鼎立以增

强疗效的一种方法遥 角药的应用和配伍袁相辅相成袁
互为犄角袁较单味药和药对而言袁角药组方复杂且灵

本文引用: 覃骊兰, 韦婷婷, 张颖琳, 岑思婷. 刘燕池应用角药治疗内科杂病经验撷菁[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4(11): 2069-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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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多变袁应用范围更加广泛[3]遥
角药不仅是三足鼎立的方式袁有研究者以道家

学说对角药的形成理念进行阐述袁从野一生二袁二生

三袁三生万物冶的角度来探讨角药[4]遥 以角药与对药

相比较袁认为角药与对药相比更为全面袁角药在结构

上与野三冶的哲学内涵相符袁是多种组方的基础构架遥
野三足鼎立袁互为犄角冶是角药的循环三维结构图袁就
像三角形一样稳定互相支撑袁而不是平行的关系袁并
且生命活动需要三元循环遥 角药可相互结合减毒增

效袁共同维持结构尧药效上药物平衡的状态袁达到作

用上野人和冶的功效遥
1 常用角药

1.1 滋阴息风袁祛风止痒

乌梅袁味酸尧涩袁性平袁归肝尧脾尧肺尧大肠经袁可清

凉生津袁益胃止渴袁敛肺止咳遥 叶日华子本草窑果部第

十八曳曰院野除劳袁治骨蒸袁去烦闷袁涩肠止痢袁消酒毒袁
治偏枯皮肤麻痹袁去黑点袁令人得睡遥 冶现代研究表

明袁乌梅可通过降低组胺水平袁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和

肥大细胞脱颗粒袁实现抗过敏作用[5]遥五味子袁味酸尧
甘袁性温袁归肺袁心尧肾经袁可敛肺滋肾袁敛汗止汗袁生
津止渴袁养心安神袁涩精止泻遥 叶神农本草经窑卷一上

经曳院野主益气袁咳逆上气袁劳伤羸瘦袁补不足袁强阴袁益
男子精遥 冶现代研究发现袁五味子中木脂素可通过降低

炎症因子袁减轻肺部炎症反应袁缓解哮喘发作症

状 [6]遥 蝉蜕袁味甘袁性寒袁归肺尧肝经袁可甘寒清热袁轻
清升散袁能疏散风热袁又擅清肝经风热袁以凉肝止痉遥
叶本草经疏窑卷之二十一虫鱼部中品曳记载院野其鸣清

响袁能发音声遥 其性善蜕袁能脱翳障遥 其体轻浮袁能
发疮疹遥其味甘寒袁能除风热遥冶现代研究表明袁蝉蜕具

有止咳尧化痰尧平喘尧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等药理

作用[7]遥
刘燕池教授认为袁乌梅味与五味子合用袁相得

益彰袁养阴强心尧敛肺止汗之力增强遥 两药伍用袁均
取酸以敛之尧益阴止汗也遥盖汗证者袁日久必然伤阴袁
汗为心之液即是明症遥 乌梅袁能敛虚火袁化津液曰五
味子袁敛肺滋肾袁生津止渴遥 二药合用袁相得益彰袁滋
阴以熄内风袁抗过敏止痒之力增强遥 蝉蜕袁散风热袁
利咽喉袁三药相伍袁相辅相成袁共达止风痒之功遥 该

角药收中有散袁寒温并用袁降中有升袁治标的同时袁总
不忘益阴补肾以治其本遥 对于野阴虚为本袁外风引动内

风冶的过敏性疾病有良好的治疗作用袁现代药理研究

也表明袁3 味药物具有较好的抗过敏尧抗组胺作用袁在
临床中可用于过敏性疾病渊荨麻疹尧变应性鼻炎尧过
敏性哮喘尧过敏性紫癜冤尧皮肤湿疹及痤疮等症[8-11]遥

1.2 清补兼施袁以通为顺

制何首乌袁味苦尧甘尧涩袁性温袁归肝尧肾经遥 何首

乌不寒不燥袁养血益肝袁固精益肾袁健筋骨袁乌须发袁
为滋补良药遥叶何首乌录曳载院野主五痔袁腰腹中宿疾冷

气袁长筋益精袁能食袁益气力袁长肤袁延年遥 冶现代研究

表明袁制何首乌可能通过保护黑素细胞及黑素干细

胞免受氧化损伤袁发挥乌发作用[12]遥 侧柏叶袁味苦尧
涩袁性寒袁归肺尧肝尧脾经遥侧柏叶既能收敛止血袁又能

清热凉血遥叶药鉴曳言之院野气微寒,味微苦遥主吐血尧衄
血尧痢血尧崩血尧尿血遥久服轻身益气袁令人能耐寒暑袁
更治冷风历节疼痛袁此补阴之要药也遥其性善守遥冶现
代研究表明袁侧柏叶醇提物和挥发油均可适当延缓

脱毛袁对环磷酰胺引起的毛囊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

作用[13]遥 红花袁味辛袁性温袁归心尧肝经遥 红花活血通

经袁并具祛瘀止痛之效袁且擅长入心尧肝二经袁红花质

轻升浮袁走外达上袁通经达络袁长祛在经在上之瘀血遥
现代研究表明袁红花黄色素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尧扩
张血管尧抗氧化等药理作用[14]遥

刘燕池教授认为袁肾藏精袁精能涵养肝木袁滋养

肝阴曰肝藏血袁血亦能濡润肾精袁精血相互资生而充

盈旺盛袁则色华袁发根坚固而不脱落袁反之则色枯袁毛
发根空易脱落遥 叶外科正宗曳曰院野油风乃血虚不能随

气荣养肌肤袁故毛发根空袁脱落成片袁皮肤光亮袁痒如

虫行袁此皆风热乘虚攻注而然遥 冶临床可见患者头发

鳞屑过多袁头皮瘙痒袁是由素体热盛血虚袁郁久化燥袁
耗血伤阴袁风气内生袁头部失于濡养所致遥 叶灵枢窑经

脉曳载院野脉不通则血不流袁血不流则毛色不泽遥 冶
故瘀阻经脉妨碍新血化生袁血脉失养袁亦为发落不生

的重要发病机制遥脱发病机以本虚标实为特点袁治疗

上应标本兼顾袁益气养血之中有凉血祛风之义袁滋补

肝肾之中寓有化瘀之功遥 制何首乌为乌发生发之要

药袁能补精血尧益肝肾袁补虚治本袁因此滋补肝肾尧益
气养血应贯穿治疗始终遥侧柏叶寒凉入血而祛风袁红
花入血分袁以破血为主袁亦有养血之功遥 补益药中加

入凉血之品袁温凉并备袁清补兼施袁补而不燥袁佐以活

血之药袁补而不滞袁滋而不腻袁共奏生发乌发之功遥
1.3 宣通鼻窍袁清除余热

辛夷袁味辛袁性温袁归肺尧胃经遥其有散风寒尧通鼻

窍之效袁为治疗鼻渊鼻塞的要药遥 辛夷辛温香散袁上
走脑舍袁祛风通鼻袁散寒止痛遥 叶本草经集注曳记载院
野主治五脏身体寒风袁风头脑痛遥温中袁解肌袁利九窍袁
通鼻塞涕出遥冶现代研究发现袁辛夷挥发油能调节Th1/
Th2 免疫失衡袁减少炎性细胞浸润袁发挥抗过敏作

用[15]遥 苍耳子袁味辛尧苦袁性温袁有小毒袁归肺经遥 苍耳

子辛苦温润袁上行脑巅袁散风除湿袁宣肺通窍袁与辛夷

并走于上袁散风宣肺而通鼻窍的力量增强遥 叶本草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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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曳载院野善发汗袁散风湿袁上通脑顶袁下行足膝袁外达

皮肤治头痛袁目暗袁齿痛,鼻渊袁去刺遥 冶现代研究表

明袁苍耳子具有抗过敏尧调节免疫等药理作用[16]遥 金

银花袁味甘袁性寒袁归肺尧心尧胃经遥 金银花质体轻扬袁
气味芬香袁既能清气分之热袁又能解血分之毒遥 叶玉
楸药解窑卷一曳载院野味辛袁微凉袁入手太阴肺经尧足厥

阴肝经遥 凉肝消肺袁消肿败毒遥 冶现代研究表明袁金银

花水提物具有良好的抗过敏特性袁对卵清蛋白致敏

的小鼠玉型变态反应具有一定治疗作用[17]遥辛夷尧苍
耳子二药均味辛性温袁皆入肺经袁均有散风通窍作

用袁相须为用袁并走于上袁散风宣肺而通鼻窍的力量

增强袁为治疗鼻病的常用配伍袁二者伍用袁善治外感

风寒所致的头痛鼻塞尧流清涕等症遥
刘燕池教授认为袁变应性鼻炎的患者多由肺气

亏虚袁卫外不固袁外邪犯表袁郁而化热所致遥 三药皆

入肺经袁其中辛夷尧苍耳子都有通鼻窍的作用袁针对

性强袁体现急则治其标的原则遥 三药合用既可清热

又通鼻窍袁相辅相成袁用于肺热鼻塞有疗效遥 辛夷尧
苍耳子散风寒袁开表郁袁腠理开袁肺中热可以从表出袁
导热外出袁体现邪有出路原则遥 加上金银花袁一者其

入肺可以清遗热袁二者其性寒可以制辛夷尧苍耳子之

辛温燥汗之太过袁燥伤津血袁三者金银花还可以于营

分中导热邪外出气分袁温病清营汤伍金银花就是取

此意袁透热转气袁若肺中热血入营袁则可以透热转气袁
亦可以先安未受邪之地袁未病先防的思想遥 此角药

治疗变应性鼻炎屡获奇效遥
1.4 降脂减肥袁化痰消瘀

决明子袁味甘尧苦袁性微寒袁归肝尧大肠经遥 决明

子可平肝息风尧清热明目袁亦可润肠通便袁使腹气畅

通袁邪有去路遥 叶本草正义窑卷上苦凉类曳云院野决明子

明目袁乃滋益肝肾,以镇潜补阴为义袁是培本之正治,
非如温辛散风袁寒凉降热之止为标病立法者可比袁最
为有利无弊遥 冶决明子清肝明目袁尚可甘寒滋阴,补助

肾阴袁滋养肝阴袁所谓野滋水涵木冶袁收降肝阳袁清肝而

不助阳袁质润而不燥烈袁奏清热尧平肝尧明目之功遥 现

代研究表明袁决明子具有降血压尧降血脂尧保肝尧明
目尧抗氧化等作用[18]遥 荷叶袁味苦袁性平袁归肝尧脾尧胃
经遥 荷叶可清暑化湿尧升发清阳尧凉血止血袁用于治

疗暑热病证尧脾虚泄泻和多种出血证遥 荷叶可用于

夏季暑湿尧暑热之邪侵遥 现代研究表明袁荷叶生物碱

具有较强的降糖尧降脂以及减肥功效袁可通过影响脂

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袁抑制脂肪生成并促进脂质代

谢[19]遥山楂袁味酸尧甘袁性微温袁归脾尧胃尧肝经遥山楂可

破气化瘀袁消食降脂遥 山楂健胃消食袁可用于肉食积

滞尧腹部胀满遥 现代研究表明袁山楂可通过抑制胆固

醇合成酶生成袁促进脂质的排泄袁抑制前脂肪细胞分

化袁具有良好的降血脂作用[20]遥 叶灵枢窑五谷津液别曳
云院野五谷之津液袁和合而为膏者袁内渗于骨空袁补益

脑髓袁而下流于阴股遥冶可见正常膏尧脂由饮食水谷化

生袁人体需要摄入水谷精微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遥
若过食袁或嗜食肥甘厚腻袁则脾胃运转排泄不及袁水
谷精液不归正化袁从而生脂化痰袁痰阻脉道袁血脉不

畅生瘀袁故湿浊痰瘀内停袁脂膏堆积皮下脂膜袁发为

肥胖症或高脂血症遥
刘燕池教授认为三药合用袁治痰湿兼以化瘀袁痰

化则气血运行通畅袁而瘀去则脉道不壅袁有助于痰

消遥同时增强了降脂减肥的作用袁对于脂肪堆积难消

化的肥胖患者可以起到分泌解脂酶尧促进脂肪分解

的作用袁并能有效降低体内的胆固醇含量[19-20]遥 而且

三药都属于药食同源之品袁平时人们也可以常服用

三药合用的煎汤代茶饮袁起到预防三高尧降脂减肥的

作用遥
1.5 滋阴潜阳袁安神定志

磁石袁味咸袁性寒袁归肝尧心尧肾经遥叶本草从新窑卷

十三金石部曳院野治恐怯怔忡遥冶现代研究表明袁生磁石

对戊四氮诱发的小鼠惊厥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21]遥龙
骨袁味甘尧涩袁性平袁归心尧肝尧肾尧大肠经遥现代研究表

明袁龙骨水煎液可明显减少小鼠自发活动次数袁延长

小鼠睡眠时间袁对抗硝酸士的宁惊厥发作袁表明其有

镇静催眠尧抗惊厥的作用[22]遥 紫石英袁味甘袁性温袁归
心尧肺尧肾经遥叶药性论窑玉石类卷第一曳院野女子服之有

子袁主养肺气袁治惊痫袁蚀脓袁虚而惊悸不安者袁加而

用之遥冶有学者取紫石英镇惊润枯之性加入自拟调心

汤治疗室性早搏袁取得良好临床治疗效果[23]遥 失眠尧
心悸多以心火偏亢袁心阳浮越不潜袁阴阳不调袁气不

得宁袁或心阴虚则阴不制阳袁心阳偏亢袁阴虚阳盛袁则
虚火内扰于心所致遥紫石英镇心定惊袁温肺袁暖宫曰磁
石重镇安神袁益肾纳气袁平肝潜阳遥 紫石英以入肝经

为主袁磁石以走肾经为要袁二药伍用袁亦有肝肾同治

之妙用遥 二者又为矿石之辈袁质体亦属重坠袁故参合

使用袁重镇之力增强袁共奏平肝镇静安神之功遥 紫石

英与磁石配伍袁紫石英甘温袁主入心尧肝袁上镇心神袁
下益肝阳袁偏于肝经为主曰磁石主入肝尧肾袁潜阳安

神袁益肾纳气袁偏于肾经为要遥 二药为对袁相须为用袁
肝肾同治袁相互促进袁共达滋肾平肝尧镇静安神之功

用遥 龙骨质体重坠袁为化石之属,功专平肝潜阳,镇静

安神袁敛汗固精袁止血涩肠袁生肌敛疮袁盖龙骨益阴之

中能潜上越之浮阳遥三者合用镇静安神之效更强袁更
为妙哉遥

刘燕池教授认为磁石尧生龙骨尧生紫石英三药合

用袁能助龙骨益肾镇心尧收敛精气之时摄纳浮越之阳

气曰磁石重可去怯袁降可平逆袁归心经袁还可引龙骨尧

2071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 圆园24 年第 44 卷

渊本文编辑 苏 维冤

紫石英入心经袁以镇心火袁平衡心阴心阳曰紫石英色

紫入血分袁心主血袁故能补心血以滋心阴袁助阳降阴

升袁水火既济遥 三药配伍增强滋阴潜阳尧安神定志之

功袁是心神合治佳品遥 对于无论实证尧虚证或受惊所

致的心悸怔忡尧失眠多梦有良好的安定神志作用袁在
临床中还可用于快速型心律失常患者袁如房颤尧早搏

等心律失常导致失眠的患者用后多有奇效遥
2 病案举隅

王某某袁男袁51 岁袁既往患有变应性鼻炎 15 年袁
曾服用氯雷他定等西药袁病情易反复袁季节变化易喷

嚏袁遇柳絮尧杨絮发作袁遇冷发作袁流鼻涕袁色黄袁质黏

稠袁喜热饮袁鼻干尚通气袁冬季加重袁舌淡苔薄黄袁脉
弦缓遥 诊断院鼻鼽窑肺经郁热袁上犯鼻窍证遥 治以清

宣肺气袁通利鼻窍遥 处方院辛夷 10 g袁炒苍耳子 6 g袁
金银花 15 g袁连翘 10 g袁荆芥 6 g袁防风 3 g袁鱼腥草

30 g袁炒牛蒡子 6 g袁五味子 10 g袁蝉蜕 6 g袁板蓝根

15 g袁生石斛 30 g袁炒黄芩 10 g袁紫草 30 g袁牡丹皮

15 g袁川黄连 6 g袁甘草 6 g遥 共 6剂袁水煎服袁每日 3次遥
按院肺开窍于鼻袁故鼻之病多从肺治遥 本案患者

鼻涕黄浊袁舌淡苔黄袁属于肺热之象遥 肺经郁热袁气
机不畅袁湿邪阻滞袁久而化热袁湿热蕴结于肺袁肺热有

余袁入血生风袁肺为华盖袁易受风邪侵袭袁外风引动内

风遥 治以宣清结合袁巧用凉血泻火之法袁亦不忘祛风

燥湿之义遥 方中用多组角药互相配伍袁做到角药之

间互相关联袁使该方发挥更好地疗效遥 以辛荑尧苍耳

子尧金银花为一组角药袁三味药皆入肺经袁辛夷尧苍耳

子辛香通气上达袁升清气于头面袁亦清阳出上窍之

意曰金银花性寒味苦袁功效为清热解毒袁清肺郁热袁反
佐辛温诸药袁三药合用可通鼻窍袁除余热袁共奏宣肺

通窍之功曰荆芥尧防风尧牛蒡子宣降肺气曰五味子尧生
石斛合蝉蜕共奏祛内外风之效遥 肺朝百脉袁肺与血

液循环密切相关袁肺热有余袁易循经入血袁可与紫草尧
牡丹皮清热凉血活血遥 鱼腥草尧板蓝根尧黄芩尧黄连

清热燥湿曰甘草调和诸药遥诸药合用袁共奏清热宣肺尧
凉血泻火尧燥湿祛风之效遥
3 结语

刘燕池教授的临床经验袁凝集了 60 余年的心血

和汗水袁角药取效于临床袁寓意见配伍之奥妙袁可谓

与众不同袁独树一帜遥 角药三足鼎立袁互为支撑袁野一生

二袁二生三袁而三生万物冶袁角药比对药的疗效更为稳

定与突出袁即可相铺相成袁也可相反相成袁或同时具

备遥对于内科疾病的治疗效果尤为显著遥在内科疾病

上袁刘燕池教授有着独特的见解袁以上五组角药彰

显刘燕池教授临床经验之深厚袁角药的搭配对疾病

的治疗更为灵活多变袁并且所用的角药既有遣方用

药的科学性尧先进性和开拓性袁又有稳定疗效袁经得

起反复推敲与验证袁可供同道借鉴袁值得在临床应用

与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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