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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益气为栋梁

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在 5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疑难病的诊治

用药中更有自己独特的体会，先将其运用黄芪的经验介绍如下：

黄芪是临床应用最广的一味补气中药，几千年来被广泛地用于多种病证的治疗，而且其

作用不断有新的发现，所治病证，越来越多。

(一)补气升阳，用广效良

关于黄芪之甘温补气升阳，《神农本草经》即有类似记载。药理研究发现，其有类性激

素作用和兴奋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因此应用很广，也确有很好的疗效。张

老应用黄芪几十年，体会到此药的补气作用和升阳作用非常显著，如辨证准确，配伍得当，

往往可以收到理想效果。如：

1．补气疗虚 主治久病元气虚损，身体羸弱之少气懒言、语言低弱、四肢疲乏、

精神不振等。此时常与人参等配伍。古人认为，黄芪善补肌表气虚，人参善补五脏之气，

两药合用，则内外表里气虚皆补，适用于元气虚损较重者。如保元汤、十全大补汤等均

是参、芪并用，补力劲强。

2．补气健脾 黄芪补气，尤长于补中益气。脾胃气虚，疲乏无力，四肢倦怠，

食少便溏或泄泻者，炙黄芪配伍白术、茯苓、党参、山药等，有很好的益气健脾作用。

如古之名方补中益气汤、黄芪健中汤等。

3．补气生血 黄芪补气为主，而气血同源，故可用于气虚兼血虚之证，通过补

气而生血。适用于劳倦内伤之肌热面赤，脉洪大而虚或血虚头昏头晕者。常配伍当归，

如当归补血汤，也可配伍桂圆肉、鹿角胶、鸡血藤、阿胶等补血药。

4．补气摄血 用于气虚不摄之便血、崩漏、月经过多等。常配伍人参、白术、桂

圆肉、当归等，如归脾汤。

5．补气助阳 气虚日久，可兼阳虚。黄芪甘温，如配伍附子、肉桂等，可用于气

阳两虚之证。如再造散即益气助阳兼解表证之方，黄芪在方中可补元气，固肌表，助药

势，有助于驱邪外出。

6．补气升阳 黄芪补气，味薄而主升清，本身就有一定升提清阳作用，如配伍人

参、白术、柴胡、升麻之品，则可升发脾胃清阳，主治中气下陷之久泄、脱肛、胃下垂、

子宫脱垂等清阳下陷之证，如补中益气汤、升陷汤。

7．补气生津 对气阴两伤、气化不行之消渴，亦可用黄芪之补气作用，敷布津液

而治消渴，如玉液汤。

(二)补气活血，其功卓越

黄芪之益气作用，世所公认，而对其活血作用，尚认识不足。其实，早在《名医别录》

中就有它“逐五脏间恶血”的记载，《日华子本草》云其能“破癓癖”，《本经逢源》说可

以“通调血脉，流行经络，可无碍于壅滞也”。

从临床实践看，瘀血证存在于众多疾病的各种阶段及证型中，而气虚血瘀又是造成血瘀

证的一种常见病因。因黄芪能补气；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血运无力，必然运行迟

滞而瘀，故气壮则血畅行。《本经疏证》说：“黄芪利营卫之气，故凡营卫间阻滞，无不尽

通，所谓源清流自洁也。”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黄芪有强心、增加心搏出量、扩张外周血管

等作用。因此，黄芪的补气活血作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临床实践中均是有充分根据的，



以此来治疗疑难病证，用途甚广。

1．补气活血，擅长治气虚血瘀中风 黄芪大补脾胃元气，使气旺以促血行，可用于气

虚血瘀所致的中风。常用炙黄芪20～30g，配合当归、赤芍、桃仁、红花、川芎、地龙等，

如补阳还五汤，用治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謇涩、下肢痿废、小便频数等症。经多年临

床运用，确有较好疗效。病久气虚甚者，黄芪用量可逐渐加大至60～90g。

2．补气通滞，可治血痹 黄芪补气，使营卫气足，可推动血运，如配合养血活血药，

可治血痹。如黄芪配伍桂枝、白芍、生姜、大枣，即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血痹证之肢体麻

木，现代用此方化裁，可用于坐骨神经痛等疑难病证，有较好疗效。若以黄芪配伍姜黄、当

归、赤芍、防风、羌活等即蠲痹汤，可用于上肢风湿痹痛，现用于肩周炎等，也取其补气活

血通痹之功。故在临床上，凡属血痹证者可大胆用之。

3．补气活血，可消癓散结 部分瘕积、肿瘤病人，元气虚弱，不但因气虚无力推动气

血运行而致血滞痰凝，而且因气虚血弱，无力抵抗病邪，驱邪外出，致成瘕积、肿瘤。可用

黄芪配伍其他扶正、活血、化痰软坚、消散瘕积之品，用于肿瘤的防治，起到扶正祛邪，补

气活血的作用。现代许多肿瘤防治方中均配伍黄芪，其意即在于补气扶正，消瘕散结。

4．补气活血，可治折伤、恶血凝滞肿痛 《普济方》有黄芪散(黄芪、白芍、生地、附

子、当归、续断、桂心、干姜、大黄、花椒)可治跌打、骨折所致恶血瘀滞，凝滞疼痛，具

有补气活血消肿之功。该书还用黄芪配桔梗治疗胸痹，也是此意。

(三)益气解毒。可用于慢性内脏炎症及疮痈破溃不收之症

现代药理研究已证实，黄芪的补气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从而可用于多种因免

疫功能低下之慢性炎症及疮痈溃后久不收口之症，能取得良好效果。

1．益气解毒，可治慢性肝炎、慢性胃炎、肾炎等疾病 黄芪补气作用显著，具有保护肝

脏，防止肝糖原减少的作用，配伍白术、茯苓、五味子、甘草等益气健脾药及茵陈、板蓝根、

白花蛇舌草、虎杖、蚤休等解毒利湿药，可治疗慢性肝炎(尤其是“乙肝”)，现已广泛地运

用于临床，效果良好。若配伍郁金、乌梅、金钱草，可治慢性胆囊炎；配伍黄柏、知母、蒲

公英、芡实等，可治慢性泌尿系感染；配伍党参、白术、益母草、茯苓、白茅根、防己等可

用于慢性肾炎，消除蛋白尿；配伍肉桂、吴茱萸、枳壳、桃仁、红花、三棱、莪术等，可

用于治疗萎缩性胃炎，其他如慢性骨髓炎，阴性脓肿等的某些证型，也多有配伍黄芪的。

2． 益气托毒，可用于疮疡溃后久不收口等 黄芪有良好的益气托毒生肌之功，古今

广泛应用它治疗气虚无力托毒外出之阴疽久不溃破或溃后久不收口者。如黄芪配伍当

归、穿山甲、皂角刺、川芎（即《外科正宗》透脓散），用于疮痈已成脓，外不易溃破

且漫肿无头等症。若配伍人参、当归、熟地、川芎、茯苓、官桂等，可治疮疡溃后久不

收口者，如内补黄芪汤。

（四)益气固表，为表虚自汗要药

黄芪具有很好的益卫固表作用，是治疗表虚自汗要药。如配伍防风、白术，即玉屏

风散，专治表虚自汗、易感冒者。配伍牡蛎、小麦、麻黄根，即牡蛎散，可治表虚之

自汗或盗汗；配伍当归、生熟地、黄连、黄柏、黄芩，即当归六黄汤，治阴虚火扰

之盗汗。因黄芪最擅长益气走表，故表虚自汗者多视为必用之品。

(五)利水退肿，可治风水、皮水

黄芪的利尿作用较显著，用药后尿量可增加64％，已为实验证实。古方防己黄

芪汤，以黄芪配伍防己、白术、甘草，主治汗出恶风、身重、小便不利之风水；防

己茯苓汤，以黄芪配伍茯苓、防己、桂枝、甘草，主治水在皮肤之四肢肿属皮水者。

现代对气虚水肿病人也常用黄芪，但以生者为佳。

总之，黄芪这味中药，补力强，用途广，既治表，又治里，是补气的上品，扶

正的良剂，性甘温质柔和，为古今所称道，许多疑难病中凡气虚、气陷、气虚血瘀、



气虚水肿、痈疡久溃不收等证，黄芪皆为首选。但用量差异很大，轻者10～15g即可，

若配桂枝、甘草等可益气升阳升压；中等15～30g，可补中益气，降压摄血；大量30～

60g，可补气化瘀。益气，固表宜炙用，托毒利水宜生用。另外，黄芪性总属甘温，

用大量又欲避其温性时，可稍配知母等，制其偏温燥之弊，以免化热助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