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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莺教授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

医师，临证三十余载，师从四川省名中医钟以泽，中

医理论扎实，中药药性谙熟，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

下，对中药药性和配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

考，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临证喜用“药对”，效

果每能如期。笔者侍诊黄教授，特选部分皮科常用

“药对”，以飨同道。
1 药对的概念

药对又称对药，专指临床上常用而相对固定的两

味中药组成的配伍形式，是中药复方配伍最简单、最

基本的形式[1]。但通过查阅文献可知，“药对”并没

有明确、统一的定义，多数医家认为凡是医者临床经

验的积累，临床确有疗效，符合中医药七情配伍理

论，且已形成相对固定形式的两味药物皆可归为“药

对”的范畴。它既具备了中药配伍形式又具备了复方

的基本主治功能，成为中医遣方用药的特色之一，具

有功用专一、药简力宏、疗效确切等特点。
2 常用药对举隅

2.1 桑白皮-地骨皮 桑白皮甘寒性降，专入肺经，

清泻肺中实热；地骨皮甘寒清润入肺经，可除肺中伏

热，兼有生津润肺之效。正如王子接所言“桑皮、甘

草，其气俱薄，不燥不刚，虽泻而无伤于娇脏……然

肺虚气逆，又非大苦大寒如芩、连、栀、柏辈所宜，

故以桑皮之苦寒、地骨皮寒润，泄阴火，退虚热，而

平肺气”。临床上黄教授常取二药合用，专治肺中伏

火郁热搏结于肌肤而致的各类虚证红斑丘疹性皮肤

病。若伏火不散，深入血分而见红斑丘疹色红者，则

加入牡丹皮以凉血清热；若伏火久郁转成实热或本为

肺中血热，则加入牡丹皮、白花蛇舌草、黄芩以清热

解毒；若伏火伤及血分而致血瘀者可加牡丹皮、丹参

以凉血活血消瘀等。黄教授自拟的三皮消痤汤、三皮

止痒汤也是由此二味药加味而来，治疗痤疮、荨麻

疹、湿疹等常获良效。常用剂量：桑白皮 10～15 g，

地骨皮 15 g；若肺经虚热明显者地骨皮可加至 30 g。
2.2 青蒿-鳖甲 青蒿、鳖甲二味药为青蒿鳖甲汤的

君药，出自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原方主治温病后

期邪伏阴分之证。黄教授独出心裁，选取其中君药，

适当配伍用于皮科疾病中，获效非常。青蒿味苦辛而

寒，其气芳香，清中有透散之力，清热透络，引邪外

出。鳖甲甘咸寒，其气厚重，可直入阴分，退热除

蒸，入络搜邪；吴鞠通自释“此方有先入后出之妙，

青蒿不能直入阴分，由鳖甲领之入也；鳖甲不能独出

阴分，由青蒿领之出也”，二药合用，滋阴清热，内

清外透，使阴分伏热有外达之机，充分体现黄教授

“治病要给邪气以出路”的思想。临床上常辨证用于

黄褐斑、面部潮红症、颜面再发性皮炎等。需要注意

的是鳖甲质地坚硬，常需先煎久煎方有效，为保证疗

效，黄教授常选用鳖甲最细粉冲服，青蒿气味芳香，

不耐久煎，应后下。常用剂量：青蒿 10～15 g，鳖

甲最细粉(冲服)1 g。
2.3 蝉蜕-僵蚕[2] 僵蚕性平，味辛咸，可祛风止痒，

化痰散结。《医学启源》云：“去皮肤间诸风。”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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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性寒味甘，可疏风透疹止痒，明目退翳。《本草纲

目》载：“蝉，主疗一切风热证，……治皮肤疮疡风

热，当用蝉蜕。”黄教授认为，僵蚕善于平熄内风，

蝉蜕则偏于疏散外风，二者均为虫类药，药性善行，

可入络搜风亦可搜剔隐伏之邪。且两者皆质轻上浮，

性善走表，可使郁热随气机宣畅得以外透，二者合

用，止痒效果甚佳。故其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瘙痒性

皮肤病，如荨麻疹、湿疹、银屑病、皮肤瘙痒症等。
黄教授自拟经验方三皮止痒汤、黄氏消风散均含有这

一药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味药均属异体蛋白，可

能会导致过敏，因此，对此类药过敏者应慎用。同时

临床应用剂量以 5～10 g 为宜，不宜过大。
2.4 丹参-郁金[3] 丹参味苦，性微寒，具有凉血活

血祛瘀，除烦安神之功。《滇南本草》载：“补心定

志，安神宁心。”《本草从新》曰：“丹参补心，去

瘀生新，……功兼四物(一味丹参散，功同四物汤)为
妇科要药。”郁金味辛苦，性寒，具有活血行气止痛、
凉血清心解郁之功效。《本草经疏》谓：“郁金本入

血分之气药，其治以上诸血症者，正谓血之上行，皆

属于内热火炎，此药能降气，气降即是火降，而其性

又能入血分，故能降下火气，则血不妄行。”二药相

合，既可解气分之郁结，又可活血分之瘀滞，兼入心

经以安神宁心。临床上常于方中作反佐之用，往往可

起到画龙点睛之妙用。需注意的是丹参用量宜 20～
30 g，量小则乏效；郁金用量宜小，以 10～12 g 为

宜，多则伤气。
2.5 大黄-甘草[4] 大黄、甘草原名大黄甘草汤，出

自《金匮要略》，是治疗胃肠实热呕吐的一首方剂。
全方仅由大黄、甘草两味药组成。大黄味苦性寒，具

有清热凉血解毒、活血祛瘀消痈、泻下攻积、推陈致

新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外用可抗感染，对

多种细菌有明显抑制作用[5]。甘草味甘性平，具有清

热解毒、缓急止痛、益气祛痰、调和药性的作用。现

代药理研究示其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6]。二

者配伍，泻中寓补，苦寒与甘平相合，具清热解毒、
祛瘀止痛之功，且兼顾杀菌消炎抗感染的作用。黄教

授精于思考，充分考虑到皮质类固醇在皮肤病治疗中

的重要作用，重用生甘草 60 g，组成外洗良方大黄甘

草汤加味方，临床上用于治疗寻常型银屑病、手足湿

疹、汗疱疹、手足癣、接触性皮炎等常获良效。该方

亮点之处为其炮制和剂量。炮制上：生则走表，熟则

走里，皮科外用时应以生大黄和生甘草为宜。剂量

上：生大黄 15～20 g，生甘草 60 g，量少则效减。
2.6 桔梗-皂角刺 桔梗味苦辛性平，专入肺经。此

药辛散苦泄，善开肺气，有清泄肺热之效，又性散上

行，能引药直达病所。皂角刺味苦辛性温，有祛风杀

虫，消肿排脓之功。二者相须配伍，加强了透邪外出

之功。黄教授临床上常将其用于粉刺型痤疮、面部其

它未溃破的阳证疮疡等。黄教授自拟良方三皮消痤汤

就包含这一药对。需要注意的是此二味药皆药性辛

散，有胃肠不适，呕吐、呃逆等气机上逆症状时应慎

用或减少用量。常用剂量为桔梗 15～20 g，伴有便

秘的症状时可加大量到 30 g；皂角刺 10～15 g。
2.7 川芎-矮地茶 川芎味辛香性温，有活血行气祛

风之功。《本草汇言》载：“川芎，上行头目，下调

经水，中开郁结，血中气药；……味辛性阳，气善走

窜而无阴凝粘滞之态，虽入血分，又能去一切风，调

一切气。”矮地茶味苦辛性微寒，苦寒则善清利湿热，

辛则行气兼有活血化瘀之效。二药相合，既能清利上

焦之湿热浊邪，又能行气活血，因其皆有辛散之性，

故还能引药上行，直达病所。所以临床上凡是见到脂

溢性脱发、斑秃等病人皆可加减使用，效果明显。需

注意的是川芎辛散走窜之力强，用量宜 10～15 g；

而矮地茶 15～20 g，若患者湿热之象明显可加大量

至 30 g；若伴有外感咳嗽症状，此方同样适宜；若

湿重而热象不显者可加入白芷、羌活，以加大祛风除

湿的作用，也即黄教授自拟的经验方川茶四味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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