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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功能和主治多记载于古代本草和古代方剂，故对其功

用研究应参照历代本草、方剂文献。现借助《普济方》数据库

管理系统[1]，对石斛复方治疗的病症分类、构成进行检索，与

《药典》 所述的功能主治相比较，通过查阅文献、整理、统

计分析、逻辑判断，对石斛进行全面挖掘。
1 石斛历代本草学功用考察分析

石斛为《本草经》上品，“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

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厚肠胃，轻身延年”，侧重“补益”。此

后，《名医别录》“主益精，补内绝不足，平胃气，长肌肉，

逐皮肤邪热痱气，脚膝疼冷，痹弱，定志除惊”，其增加了

“长肌肉，逐皮肤邪热痱气，定志除惊”之用。《本草经集注》
强调“最以补虚疗脚膝”为宜。《药性论》所记“益气除热，

主治男子腰脚软弱，健阳，逐皮肌风痹，骨中久冷，虚损，补

肾，积精，腰痛，养肾气，益力”，除外“益气除热”，不离补

肾蠲痹之功。《日华子本草》称其“治虚损劣弱，壮筋骨，暖

水藏，轻身，益智，逐虚邪”，新增“益智”功能。《本草衍

义》 以其清“胃中虚热”。 《本草纲目》 用于“发热自汗，

痈疽排脓内塞”。 《本草经疏》 指出：石斛“盖皆益脾、益

胃、益肾、益心之功力也。……兼能除脾胃二经之湿”，明

确了石斛功用的脏腑定位。《本草乘雅》谓石斛对于“五中

之伤，外以形骸之痹，内以伏匿之气，故外消肌肉，而内乏

阴精”，则“能去内外之因，而致内外之益，则五中不伤，

是为之补。” 《药性解》 认为，石斛“入胃、肾二经。补虚

羸，……填精髓。” 《景岳全书》 用以“除脾胃之火，去嘈

杂善饥，及营中蕴热。退火养阴除烦，清肺下气，亦止消渴

热汗”，皆属清虚热、虚火之患。 《本草备要》 以其“甘淡

入脾而除虚热；咸平入肾而涩元气，……疗脚弱，梦遗滑

精，裹涩余沥”。 《本经逢原》 则认为，“石斛足太阴、少

阴脾肾之药。甘可悦脾，……咸能益肾，骨痿痹弱，囊湿精

少，小便余沥者宜之。” 《本草崇原》 指出石斛可“除皮、
脉、肉、筋、骨、五脏外合之痹证”。 《得配本草》 指出，

石斛“入足太阴、少阴，兼入足阳明经。清肾中浮火，而摄

元气。……而止烦渴。清中有补，补中有清，但力薄须合生

地奏功”。 《本草经解》 认为石斛“益阴”“益血”“气平

肺清”； 《神农本草经读》 认为，石斛可通过“补脾而荫及

五脏，则五脏之虚劳自复，而肌肉之消瘦自生矣”； 《神农

本草经百种录》认为，“石斛味甘而实淡，得土味之全，故

其功专补脾胃，而又和平不偏也”，明确石斛“主伤中，培

脾土”“治肉痹”“下气”而“使中气不失守”，从而确认

石斛补脾阴之效。
综合诸家本草所述，石斛功用大致有七：①补虚益气(伤

中、厚胃肠、五脏虚劳羸瘦、内绝不足、益气、自汗、虚损、
益力、益血、长肌肉、补脾胃)；②补肾(补肾、养肾气、健

阳、益精、积精、壮筋骨、益智、梦遗滑精、小便余沥)；③
祛风除湿(腰痛、除痹、脚膝疼冷、痹弱、皮肌风痹、骨中久

冷、皮、脉、肉、筋、骨、五脏外合之痹证)；④养阴生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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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退火养阴、胃中虚热、脾胃之火、嘈杂善饥、消渴、清肾

中浮火)；⑤清热(皮肤邪热痱气、清肺、除热、发热、营中蕴

热)；⑥定惊(定志除惊)；⑦消痈排脓(痈疽排脓内塞)。
2 石斛古代方剂配伍应用规律考察分析

借助《普济方》数据库管理系统，确认石斛复方治疗病证

的构成总体及分布规律，由此提炼并总结出石斛在古代临床应

用的功能主治，分别与本草学中的记载及现行中药学教材、
《药典》一部对照，结合统计学分析，进行深入考察分析。
2.1 含石斛复方治疗病症分类 以石斛为关键词，在《普济

方》数据库中检索，得含石斛复方 784 首，用于 243 种病症

的治疗。为了便于对含石斛复方所治病症的构成进行统计分

析，对相同或相近病症予以归类。
具体说来，将肾脏风毒流注腰脚、肝风毒流注入脚膝筋

脉、风腰脚疼痛、风脚软、风湿痹、风冷、腰脚冷痹等统归于

痹病。肾虚包括肾虚、补虚治痼冷、补壮元阳、肾脏虚损骨痿

羸瘦、补虚益精髓、肾脏风冷气、补虚壮筋骨等。虚劳则有虚

劳、虚劳羸瘦、虚劳少气、肾劳、脾劳、风劳等。虚损包括补

益诸虚、补虚益气、虚损、平补、补虚治风、肝虚、补虚益血

等。诸风杂治、中风、肾中风、风偏枯、中风身体不遂、中风

半身不遂、中风四肢拘挛不得屈伸、风瘫痪等统归中风。脚气

包括脚气缓弱、脚气痹挛、一切脚气、脚气春夏防发、脚气肿

满、风湿脚气等。月水不调包括崩中漏下、血暴下兼带下、杂

病、月水不调、血风劳气、月水不断等。将肾肝虚眼黑暗、目

昏暗、目见黑花飞蝇、雀目、肝虚眼等归于目昏暗。消渴则有

消渴后虚乏、消渴、消肾、虚渴、消渴烦躁、消中。诸痛包括

肾脏虚冷气攻腹胁疼痛、脾脏冷气攻心腹疼痛、肾脏积冷气攻

心腹疼痛、血气心腹疼痛、偏正头痛等。将肾脏风虚耳鸣、耳

虚鸣、劳聋、虚劳耳聋、风聋、久聋、耳聋诸疾统归于耳聋。
服食炼丹则有研炼服饵钟乳、神仙服饵、研炼服饵石英、丹

药。胤嗣。诸痈疽、口舌疮、下部诸疾、吹乳、发背、风毒统

归为痈疮。咳喘包括咳嗽上气唾脓血、肺实、气嗽、咳逆上

气、风痰、肺中寒。将泄痢、飧泄、冷痢、冷热痢、诸痢、小

肠虚归为泄痢。
另外，半产、产后诸疾、酒药、赤白带下、诸疾、白淫、

喑痱、痰癖、肾胀、冷淋、心健忘、蛊病、百虫入耳、鼻塞不

闻香臭、牙齿脱落、肌肉蠕动等，或因具体病症、病因不详，

或因配伍石斛的复方数量较小，故不再归类。
2.2 含石斛复方治疗病症分类构成分析 现将含石斛复方分

布于 16 类病症的构成情况列表(见表 1)。可以确认，含石斛复

方用于治疗虚损、虚劳数目最多，突出了石斛补虚之功；其次

治疗痹病，提示石斛祛风除湿止痛作用；再者用于治疗肾虚，

体现石斛补肾功能。有 69 首含石斛复方用于中风的治疗，提

示石斛有平肝息风作用，此外，还用于脚气、月水不调、目昏

暗、消渴、诸痛等。由此基本确定了石斛在古代所应用病症的

范围。

表 1 古代含石斛复方治疗病症一览表

3 石斛古今功用比较分析

3.1 石斛功用古今相同部分考察分析 自《本草经》明确石

斛“强阴，久服厚肠胃”，《名医别录》补充“平胃气，长肌

肉”，《药性论》用以“益气除热”，以及《本草衍义》清“胃

中虚热”。后世本草又有“退火养阴”“补脾阴”“清胃中虚

火”“脾胃之火”等类似的功能阐述，石斛“养阴生津、滋阴

清热”功能最终在《国家药典》得以确立，体现了石斛传统功

能一脉相承的一面。基于这一功能，《药典》“用于热病津

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火虚

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痿软。”历代本草用于热汗、
嘈杂善饥、消渴、胃中虚火；古代含石斛复方用于目昏暗、消

渴、肾虚中的肾脏虚损骨痿羸瘦等，古今所治病症大体相当。
3.2 石斛功用古今差异部分考证分析

3.2.1 滋补强壮 《本草经》记载石斛“主伤中”“补五脏

虚劳羸瘦”，《名医别录》称其“益精”，后世医家也多次提及

石斛能够补虚益气、补肾精等补益功能。检索《普济方》数据

库系统，发现古代含石斛复方用于治疗肾虚、虚劳、虚损的方

剂合计 336 首，提示石斛有滋补强壮的功效。但 2015 版《药

典》对这一功效主治未予收录。
3.2.2 祛风除湿 本草学关于石斛祛风除湿的功效主治记载

颇丰，检索《普济方》数据库系统，发现石斛配伍用于治疗风

腰脚疼痛、风脚软、风湿痹等痹病的方剂数量多达 118 首，

提示石斛有祛风除湿的功效。2015 版《药典》所治筋骨痿软

与古代用于痹病显然有所不同。
3.2.3 平肝息风 客观地说，历代本草学中确无石斛治疗中

风的记载，但古代含石斛复方用于中风者竟达 69 首，排在主

治病症的第五位，数量比较可观。故而推测石斛可能具有平肝

息风功能，但 2015 版《药典》对这一功能未予以收录。
3.2.4 调经种子 尽管历代本草未曾提及石斛调经种子的功

效及相关主治病症。通过检索在《普济方》数据库中，检出石

斛复方治疗月水不调、血风劳气、月水不断、月水不利等方剂

共 30 首，提示石斛有调经的功效。另外，古代含石斛复方有

11 首用于胤嗣，推测其可能通过调经治疗女性不孕。然而，

现行《药典》与《中药学》对此并未提及。
3.2.5 止痛 本草学记载石斛可以治疗腰痛、脚膝疼冷等，

古代含石斛复方亦用于治疗肾脏虚冷气攻腹胁疼痛、脾脏冷气

攻心腹疼痛、肾脏冷积气攻心腹疼痛、血气心腹疼痛、偏正头

痛等诸痛，古代本草与方剂所论基本吻合。由此推测石斛具有

止痛功能，但这一作用未被《药典》收录。

病种

痹病

肾虚

虚劳

虚损

方数

118
115
112
109

病种

中风

脚气

月水不调

目昏暗

方数

69
43
30
17

病种

消渴

诸痛

耳聋

服食炼丹

方数

16
15
15
14

病种

胤嗣

痈疮

咳喘

泄痢

方数

11
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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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解毒消肿 《本草纲目》首次提出石斛用治“痈疽排

脓内塞”。检索《普济方》数据库亦可检出治疗痈疮的石斛复

方 9 首，提示石斛有解毒消肿功能，对此《药典》未曾提及。
3.3 石斛潜在功能现代研究和应用考证 通过比较发现，石

斛古今功用存在一定差异。石斛在古代广泛应用，《药典》和

《中药学》收载内容比较有限。从历代本草记载和古代方剂应

用，可以归纳出石斛尚有滋补强壮、祛风除湿、平肝息风、调

经种子、止痛、解毒消肿等潜在功能。深入考察即可发现，一

些潜在功能已得到当今实验研究的证实。
3.3.1 石斛“滋补强壮”的实验研究 研究表明，石斛能升

高环磷酞胺模型小鼠外周血白细胞数，增加胸腺或脾脏指数，

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促进淋巴细胞增殖[2～3]；石斛还能提

高衰老家兔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降低过氧化脂质

(LPO)水平，抑制单胺氧化酶(MAO)活性，延缓家兔衰老[4]，提

示石斛可以增强免疫、延缓衰老，具有滋补强壮的作用。
3.3.2 石斛“祛风除湿”的实验研究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RA)滑膜组织中，黏附分子表达增高是 RA 滑膜病变的关键环

节[5]。研究证实，石斛提取物能促进骨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

胞内 MicroRNA- 146a 表达，抑制细胞核因子 - κB(NF- κB)活
性，减少促炎因子释放，降低由白细胞介素 - 1β(IL- 1β)诱导

的细胞内黏附因子 - 1(ICAM- 1)和血管黏附因子 - 1(VCAM- 1)
表达，减少白细胞渗透，治疗 RA[6]。
3.3.3 石斛“平肝息风”的实验研究 易卒中型自发性高血

压大鼠(SHR- sp)模型的脑出血部位、病理改变和脑血管症状

与人类脑卒中相似。实验证明，石斛多糖能降低 SHR- sp 模

型大鼠血压，改善中风情况，延长大鼠生存天数[7]；石斛总碱

能改善脑缺血大鼠皮质和海马神经元形态改变，减少脑梗死体

积，减少丙二醛(MDA)、一氧化氮(NO)的含量，降低一氧化氮

合成酶(NOS)的活性，升高 SOD 的活性，减少天冬氨酸半胱

氨酸蛋白酶 - 3 (caspase- 3)、天冬氨酸半胱氨酸蛋白酶 - 8
(caspase- 8)基因的表达，保护急性脑缺血大鼠的脑组织[8]。
3.3.4 石斛“止痛”的实验研究 实验证明，石斛鲜榨汁能

提高小鼠痛阈值，减少醋酸致痛小鼠的扭体次数，延长小鼠对

热板的耐受时间，达到止痛效果[9]。
3.3.5 石斛“解毒消肿”的实验研究 文献报道，葡萄球菌

和链球菌是引起乳腺炎的主要致病菌 [10]。实验证明，石斛提

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具

有抑制作用[11～12]，提示石斛能够治疗乳腺炎，具有解毒消肿

的作用。
通过古代医药文献梳理、现代实验证实石斛一些潜在功用

存在，为石斛扩大应用到相关病症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文献、理

论、实验依据。但其调经种子功能尚未得到当今药效学证实，

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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