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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木郁达之”探讨化肝煎之临证运用

李点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长沙 410007）

摘要：“木郁达之”意指肝气郁结当疏泄通达。化肝煎出自明代医学家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由青皮、陈皮、山栀子、牡

丹皮、泽泻、芍药、土贝母7味中药组成，可疏肝畅达清热，为治肝郁化火之证的代表方，也是“木郁达之”治法的具体体

现。现代临床可用于胃痛、胁痛、腹痛、头痛、烦热、咳吐痰血、妇女月经不调、目赤眼胀等多种病症的治疗。临证之时

应抓住肝郁化火之辨证要点，基于“木郁达之”的原则，灵活化裁，以使肝气条畅，气血冲和，病症得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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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Huagan Jian Based on“Treatment of
Wood（Liver）Depression by Relief Therapy”

LI D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Changsha 410007 Hunan，China）

Abstract：“Treatment of wood（liver）depression by relief therapy”means that the depression of liver qi should
be relieved by the therapy of soothing liver to clear heat and dredge the collaterals. Huagan Jian is the recipe from
Jingyue’s Complete Works composed by ZHANG Jing-Yu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cipe is composed of 7 herbs
of Pericarpium Citri Reticulatae Viride， Pericarpium Citri Reticulatae， Fructus Gardeniae， Cortex Moutan，
Rhizoma Alismatis，Radix Paeoniae Alba，and Rhizoma Bolbostemmae，and has the actions of soothing liver to
clear heat and dredge the collaterals，which is the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liver depression
transforming into fire syndrome，and is the good example for interpreting “treatment of wood（liver）depression
by relief therapy”. In the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 Huagan Jian can be used to cure stomachache，
hypochondriac pain， abdominal pain， headache， fever with dysphoria， cough with bloody sputum or
hemoptysis，irregular menstruation，and conjunctival congestion and distension of the eyes. During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the key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o identify the syndrome of liver depression
transforming into fire， and flexible modification of Huagan Jia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reatment of wood
（liver）depression by relief therapy”can achieve the actions of regulating liver qi，harmonizing qi and blood，so
as to relieve the diseases and syndromes.
Keywords：treatment of wood（liver）depression by relief therapy；Huagan Jian；liver depression transforming

into fire；stomachache； hypochondriac p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木郁达之”出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在

中医五行属性之中，肝属木，肝气具有木的冲和

条达、伸展舒畅之性；肝主疏泄，具有畅达全身

气机的作用。“木郁达之”意指肝气郁结当疏泄通

达。化肝煎出自明代医学家张景岳的 《景岳全

书》[1]，由青皮、陈皮、山栀子、牡丹皮、泽泻、

芍药、土贝母 7味中药组成，用于治“郁怒伤肝”

的“木郁”之证，以及郁久化热而成的“肝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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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化肝煎疏肝畅达清热，用于肝郁化火之证，

味简力专，为治疗肝热病的代表方，也是“木郁

达之”治法的具体体现。

1 化肝煎之方证

1. 1 方源、组成及功效 “化肝煎”为明代医学

家张景岳所创之方，由青皮、陈皮、山栀子、牡

丹皮、泽泻、芍药、土贝母7味中药组成。该方列

于《景岳全书·新方八阵·寒阵》之中，治疗“怒

气伤肝，因而气逆动火，致为烦热，胁痛，胀

满，动血等证”，并附加减法：大便下血者，加地

榆；小便下血者，加木通；兼寒热，加柴胡；火

盛，加黄芩；胁腹胀痛，加白芥子。分别见于

“郁证”“胁痛”“血证”等篇。是化除肝热，治疗

肝热病的代表方。

1. 2 方义 化肝煎重在治肝，解肝气之郁，平气

逆而散郁火。方中青皮性烈，偏入肝胆，善于疏

肝破气，消积化滞，善治肝气郁滞之证，为方中

之主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入脾胃，善

“下气，止呕”（《名医别录》）[2]。青皮与陈皮两药

相配，可调理肝脾，防肝木乘脾，用治肝胆疾

病且表现为胁肋胀痛、胃脘不适者，常有良效。

栀子“性寒味苦，气薄味厚，轻清上行，气浮而

味降”（徐彦纯《本草发挥》）[3]，善宣郁火除烦热，

“丹溪谓其解郁热，行结气，其性屈曲下行，大能

降火，从小便泄去，人所不知”（《景岳全书》）；

牡丹皮辛苦，芳香，入血分，清热凉血散瘀，“其

微凉而辛，能和血凉血生血，除烦热，善行血

滞，滞去而郁热自解，故亦退热”（《景岳全

书》）；白芍性寒味苦，养血和营，柔肝平肝，以

防郁热伤肝。栀子、牡丹皮、白芍三药相配，气

血同治，凉而不凝，活而不妄，清肝泄热凉血之

力犹强，以防火动伤血。泽泻甘淡渗湿，利水泄

热，且能化浊降脂，与栀子相配，苦寒清泄，利

小便以泻伏火。气分郁热易煎津成痰，土贝母性

苦微寒，功善解毒，善降痰气，开郁结。诸药共

用，行气解郁，降气泄热，使肝气条达，气行郁

开火降。此即“凡属有形之证，亦无非由气之

滞，但得气行，则何聚不散”；“但使经络通行，

则木郁自散，是即谓之达也”（《景岳全书》）。

1. 3 适用病症 在明清时代的医籍记载中，化肝

煎的适应病症有烦热、胁痛、便血、咳吐痰血、

崩漏、热淋、胎孕漏血、肝热积聚、肝热阴滞等。

张景岳对化肝煎的适应病症论述较详。《景岳全

书·杂证谟·胁痛》曰：“若怒气伤肝，因而动火，

胁痛、胀满、烦热，或动血者，宜化肝煎”；《景

岳全书·杂证谟·厥逆》曰：“夫血因气逆，必须先

理其气，气行则血无不行也。宜通瘀煎，或化肝

煎之类主之，俟血行气舒，然后随证调理”；《景

岳全书·妇人规》论治崩淋经漏之法：“治热痢便

血，崩淋不止 ……若肝经怒火动血，逆气未散

者，化肝煎或保阴煎加减主之”；《景岳全书·妇人

规》论胎漏：“怒动肝火漏血者，保阴煎，甚者化

肝煎主之”；《景岳全书·妇人规》论肝气郁逆化

火：“肝气逆而为聚者，解肝煎，兼火者，化肝

煎。”

其他医家对化肝煎的运用亦有论述，一般多

用于肝经郁热之胸胁疼痛胀满、气火动血、上逆

犯肺的咳吐痰血及妇人胎漏等证。如《竹林女科

秘传》[4]论治胎实不安：“怒动肝火者，化肝煎”；

《成方切用·卷四下消导门》[5]论化肝煎：“治暴怒伤

肝，气逆胀满，阴滞等证。如兼肝火者，宜化肝

煎”；《类证治裁·卷之五》[6]：“血厥症有二，……

血逆者，暴怒伤阴，血逆于上，先理其气，则血

自行。通瘀煎、化肝煎，俟血行气舒，随症调

之”；清·王旭高 《西溪书屋夜话录》[7]：“一法

曰：化肝。景岳治郁怒伤肝，气逆动火，烦热胁

痛，胀满动血等证，用青皮、陈皮、牡丹皮、山

栀、芍药、泽泻、贝母，方名化肝煎。是清化肝

经之郁火也”；秦伯未在《谦斋医学讲稿》[8]对化肝

煎的记载更为详细，提到化肝煎主治“本方重在

治肝……宜于肝脏气火内郁的胸胁满痛，或气火

上逆犯肺的咳吐痰血等证。”

1. 4 药效研究 化肝煎方中，主药青皮具有疏肝

破气、消积化滞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9-10]：

青皮所含挥发油能促进消化、排除肠内积气；其

煎剂对肠管和胆囊平滑肌有解痉作用。陈皮理气

健脾、燥湿化痰，其水煎液对唾液淀粉酶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对家兔离体十二指肠梗阻有解痉作

用。因而两者均为治疗消化道疾病之佳品。栀子

可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消肿止痛，

为治疗热病之要药。其有效成分有保肝利胆作

用；其水煎液可增强胰腺细胞的抗病能力，具有

抑菌、镇痛、调节免疫、保肝等作用。白芍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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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柔肝止痛、平肝抑阳，其有效成分芍药苷

具有较好的解痉、抑菌、抑制胰淀粉酶活性作

用。故牡丹皮、白芍均可用于胃肠、肝胆和妇科

属于炎性疾病者。泽泻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双球菌等有抑制作用。土贝母具有抗病毒、免疫

抑制等作用。研究表明，化肝煎有杀灭幽门螺杆

菌，升高胃内pH值，缓解平滑肌痉挛，改善胃动

力，保护胃黏膜，改善胃黏膜下血液循环及促进

溃疡愈合等作用[11]。

2 化肝煎之现代临证运用

结合查阅文献和临证经验，认为近年来化肝

煎方主治郁怒伤肝、气逆动火所致消化系统相关

病症，如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肝炎、食管炎所

致的胁痛、胃痛、腹痛、呕吐等，也可治疗头

痛、咳嗽、妇女月经不调等多种内科病症且证属

肝郁化火者。主要适用于以下病症：

2. 1 胃痛 适用于恼怒伤肝，肝气化热，“肝气

相乘”，肝热犯胃，胃气阻滞，“不通则痛”而致

的胃脘灼痛，伴口干口苦、嘈杂吐酸，舌苔薄

黄，脉弦。可见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急慢性胃

炎、反流性食管炎之胃痛。可选用化肝煎合金铃

子散、左金丸，以疏肝理气，清热和胃。用药主

要包括青皮、陈皮、栀子、牡丹皮、白芍、泽

泻、土贝母、川楝子、延胡索、黄连、吴茱萸

等。同时嘱患者忌暴饮暴食和戒酗酒嗜烟，保持

情绪平和与良好的饮食习惯。邱博等 [11]的观察发

现，以化肝煎合柴胡疏肝散加减联合常规西药治

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其幽

门螺杆菌的根除率为92.5%，明显高于单纯西医常

规治疗的对照组（P < 0.05）。
2. 2 呕吐 《景岳全书·呕吐》 云：“气逆作呕

者，多因郁怒，致动肝气，胃受肝邪，所以作

呕。” 化肝煎适用于因忧思抑郁，情怀不展，气郁

化火，横逆犯胃，失于和降而致的呕吐，或干

呕，伴反酸、嗳气、脘腹灼痛或胀痛，舌红，苔

薄黄或苔黄薄腻，脉弦。多见于急慢性胃炎、食

管炎等所致之呕吐。方药拟用化肝煎合左金丸、

旋覆代赭汤，以疏肝和胃，降逆止呕，“以泄肝安

胃为纲领”（《临证指南医案·呕吐》）[12]。用药主要

包括青皮、陈皮、栀子、牡丹皮、白芍、泽泻、

土贝母、黄连、吴茱萸、旋覆花、代赭石、法

夏、生姜、甘草等。嘱患者呕吐期间应少食多

餐，清淡饮食，并注意清洁口腔。

2. 3 头痛 适用于因情志不遂，肝郁化火，肝火

上炎，或暴怒伤肝，肝热亢逆，升发太过，上扰

清窍，从而引发的头痛，伴头晕、心烦、少寐、

口苦口干，舌红苔黄，脉弦数。如偏头痛、紧张

性头痛、神经性头痛和其他继发性头痛，可用化

肝煎加减，以达疏肝解郁，降火止痛。用药主要

包括青皮、陈皮、栀子、牡丹皮、白芍、泽泻、

土贝母、川芎、白芷、天麻、钩藤、牛膝等。头

痛患者的调护应针对诱因，保证睡眠，保持心情

平静和睡眠环境安静。

2. 4 胁痛 适用于情志所伤，肝失条达，郁而化

热之胁痛。正如《金匮翼·胁痛统论》[13]所论：“肝

郁胁痛者，悲哀恼怒，郁伤肝气。”病症特点为胁

肋灼痛或胀痛，或痛引胸臂，伴口苦、食少，舌

淡红，苔薄黄，脉弦紧。多见于胆囊炎、胆结

石、急慢性肝炎、肋间神经痛等。可予化肝煎合

金铃子散，以疏肝理气，柔肝止痛，且“忌刚用

柔”，中病即止。用药主要包括青皮、陈皮、栀

子、牡丹皮、白芍、泽泻、土贝母、川楝子、延

胡索、柴胡、郁金等。肝郁胁痛者，要保持乐

观，忌酒、忌辛燥之食，不宜长期服用香燥理气

之品。李道宽 [14]将 80例慢性胆囊炎患者随机分组

进行疗效观察，结果显示，以化肝煎加减治疗的

治疗组的临床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均优于单纯西药

对照组。

2. 5 经期吐衄 适用于平素性情抑郁，肝郁化

火，或暴怒伤肝，肝热亢逆，升发太过，血随气

逆，“肝火上迫，不循常道”（《类证治裁》）而致的

经前或经期吐衄，常伴心烦易怒，口苦咽干，头

晕耳鸣，舌红，苔黄，脉弦数。此类经期吐衄为

一种代偿性月经病。治疗可选化肝煎合十灰散，

以疏肝清热，降逆止血。用药主要包括青皮、陈

皮、栀子、牡丹皮、白芍、泽泻、土贝母、茜草

根、白茅根、藕节、侧柏叶、牛膝等。经期出血

患者，需注意进食清淡而富有营养，忌食辛辣刺

激，避免情志过极。

2. 6 目赤眼胀 适用于因情志过激，气郁生火，

气火攻目所致的眼睛红赤、目胀目痛，伴头痛、

口干口苦，或伴呕吐，或眼胞肿突，舌红，苔

黄，脉弦数。多见于青光眼、前部葡萄膜炎、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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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炎、炎性假瘤之目赤眼胀。治疗用化肝煎合退

赤散加减，以疏肝清热退赤。用药主要包括青

皮、陈皮、栀子、牡丹皮、赤芍、泽泻、土贝

母、桑白皮、黄芩、桔梗、甘草等。同时需配合

滴眼液、眼膏的外用，进行视力、眼压等眼部检

查，并注意原发病的治疗。

2. 7 加减运用 肝主疏泄，畅达全身之气机，喜

条达而恶抑郁，称之“刚脏”，导致肝郁的原因常

有情志不畅，或因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或因

慢性疾病。当肝气郁结，气郁化火，又可导致较

多并发症，临证当随证加减。如肝郁致经络阻

滞，伴乳房胀痛或月经不调者，加柴胡、香附、

郁金解郁止痛；肝木乘脾，伴肝脾不和，食少，

便溏，加白术、茯苓、神曲疏肝健脾，肝脾同

调；大便秘结，加大黄、枳实、槟榔、木香行气

通便；肝热动血，络伤血溢，便血，加地榆炭、

槐花、藕节；尿血，加小蓟、木通凉血止血；肝

火犯肺，伴咳逆上气，加青黛、桔梗、枳壳清肝

顺气；郁火伤阴，胁肋隐痛，舌红少津，脉细，

加菊花、沙参滋阴清热；肝火上逆，气火攻目，

出现目赤眼胀，加柴胡、菊花、石决明清肝明

目；肝热上扰，耳鸣耳闭，加龙胆草、石菖蒲降

火通窍。对于兼证的用药则应遵行“相与宣摄，

则可以御邪除病”（《脾胃论》）[15]之原则。

3 小结

“木郁达之”即疏肝解郁，是常用治法之一。

郁久化火是肝气郁滞较多见的疾病发展历程。肝

郁化火，可致血行障碍，形成血瘀，或迫血妄

行；肝脾不和，肝胃不和，可致脘腹胀痛，食

少、反酸；情志抑郁或肝火上逆，性情暴躁，影

响胆汁疏泄，则纳呆、口苦、黄疸、腹胀；也可

导致女子月经紊乱或男子排精不畅。化肝煎疏

肝、清肝、柔肝，由青皮、陈皮等 7味药组成，

“善清肝胆之热，兼理肝胆之郁”（《医学衷中参西

录》）[16]，为“木郁达之”治法的代表方剂，临证之

时应“谨守病机”，抓住肝郁化火的辨证要点，异

病同治，并灵活化裁。对于化肝煎的现代药理研

究，仍有待进一步展开，以获取其作用机制的科

学依据，为拓展其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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