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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苦：有泄、燥、坚阴的作用。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

等作用。

2.相须就是两种功效相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可以增强原有药物的疗效。麻黄配桂枝；石膏配

知母。

3.相使就是以一种药物为主，另一种药为辅，两种药物合用，辅药可以提高主药的功效。如

黄芪配茯苓。

4.善于宣肺气、开腠理、透毛窍而发汗解表，发汗力强，为发汗解表之要药——麻黄。

5.对于外感风寒，不论表实无汗、表虚有汗及阳虚受寒者，均宜使用——桂枝。

6.桂枝辛散温通，具有温通经脉、散寒止痛之效。如中焦虚寒，脘腹冷痛，可与白芍、饴糖

等同用，如小建中汤。

7.桂枝甘温，既可温扶脾阳以助运水，又可温肾阳、逐寒邪以助膀胱气化，而行水湿痰饮之

邪，为治疗痰饮病、蓄水证的常用药。

8.风寒表证而兼气滞，胸脘满闷、恶心呕逆，或咳喘痰多者——紫苏叶。

9.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用治中焦虚寒引起的冷痛、呕吐，肺寒咳嗽——生姜。

10.荆芥的功效：解表散风，透疹消疮，止血。

11.能祛风解表，透散邪气，宣通壅结而达消疮之功，可用于疮疡初起而有表证者——荆芥。

12.以辛散祛风解表为主，外感风寒、风湿、风热表证均可配伍使用——防风。

13.防风：祛风之力较强，为风药之润剂，能胜湿、止痛和止痉，用于风湿痹证及破伤风证。

14.羌活：辛温发散，气味雄烈，善于升散发表，有较强的解表散寒、祛风胜湿、止痛之功。

15.白芷：辛散温通，祛风解表散寒之力较温和，而以止痛、通鼻窍见长，宜于外感风寒，

头身疼痛、鼻塞流涕之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