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之气味

四气本质为寒热

药之气

药性，即药物与治疗作用有关的性
能。其相关学说反映了古人认识自然界
的视角与方式，对于深入了解中药的功
能、准确把握中药的应用等，具有独特的
意义。

药性学说是传统中药理论的基础与
核心，并与古人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相
关联。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一
学说大致包括药之气、味、势（升降浮
沉）、位（归经）、毒性等内容。兹就药之
气味与性能的关系进行简略论述，具体
内容如下，仅供同道借鉴与探讨。

分辨气味识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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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员
赵跃兵）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

“看病钱”“救命钱”，医保基金使用
安全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关
系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实施

为保障基金安全、促进基金有效使
用、维护群众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提
供了法律依据。

为了积极推进5月1日开始实
行的《条例》学习宣传贯彻，进一步
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不断强化
全院医务人员和参保群众法治意

识，自觉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新郑
华信民生医院（原新郑市人民医
院）多项举措并举，广泛开展“宣传
贯彻《条例》 加强基金监管”系列
宣传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该院全体员
工对《条例》的认识，连日来，该院
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强化宣
传《条例》相关内容，并通过门诊
大厅电子显示屏、电梯间、门诊大
厅等进行宣传，广泛宣传《条例》
的相关内容，为全院营造浓厚的
医保政策学习氛围，达到人人了
解、人人知晓的目的。

4月26日，新郑华信民生医院
解放路院区在门诊 3 楼会议室召
开了《条例》培训会。该院区医保
主管院长陈珂就《条例》相关内容
进行了详细解读，并举行医保基
金使用承诺书递交仪式。同时，
陈珂带领大家以此次培训学习为
契机，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立行
立改，规范医疗行为和服务规范，

更好地落实医疗保障的各项政策
及制度。特别是新郑华信民生医
院解放路院区医保办主任杨莹对

《条例》进行深入解读，并以一个
个鲜活生动的案例给大家留下深
刻印象。

与此同时，该院各科室积极
组织开展《条例》相关内容的专项
培训（如图），实现医保相关知识
人人皆知，使全体员工都能成为
医 院 医 保 政 策 的 讲 解 员 、宣 传

员。通过学习、宣传《条例》，有效
提高了全体员工对医保政策法规
的知晓率，并进一步加强了医务
人员对《条例》的理解，增强了法
律意识，提高了医务人员工作的
警惕性、自觉性和积极性。“今后，
我院区将‘懂《条例》、用《条例》’
作为 2021 年工作的重点，确保医
保基金的合理使用，真正做到医
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及
百姓。”陈珂说。

新郑华信民生医院

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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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药物都各有气味，《本草
经疏》中有“物有味必有气，有气
斯有性，自然之道也”的文字记
载，所以认识药物必须气味相参，
综合考虑，唯有如此才能准确辨
别药物的作用。

至于具体运用，则会出现多
种情况，即《汤液本草》所言“味则

五，气则四，五味之中，每一味各
有四气，有使气者，有使味者，有
气味俱使者……所用不一也”。
一般而言，气味相同的药物，其
主要作用也大致相同；气味不同
的药物，功效也有所区别；气同
味不同，或味同气不同的药物在
功效上也有共同之处和不同之

点。至于一药兼有数味，则会使
其治疗范围扩大，比如当归辛甘
温，则在治疗血虚、血滞、血寒时
均可应用。此外，临床用药多是
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复
方 用 药 时 就 可 能 出 现 或 用 其
气，或用其味的不同情况。比
如升麻辛甘微寒，与黄芪同用

治疗中气下陷时，则取其味甘
升举阳气的作用；若与葛根同
用治麻疹不透时，则取其味辛
以解表透疹等。

综上可知，药物的性能与自
身的气味有着内在的、规律性的
关系。但源于天然的药物，其药
性 的 复 杂 程 度 实 则 远 超 出 想

象。因此，了解药物四气五味的
一般规律、掌握药物气味的特殊
治疗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
只是认识药性的基础，要想准确
把握并恰当应用药物，还应综合
考虑其归经、升降浮沉、毒性等
因素。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用模拟手段进行
医学教育在中医史上
由来已久，且不说北宋
时期的针灸铜人兼具
教学培训及考试多种
功能，南阳市出土的针
灸陶人，也有 1800 年
以上的历史，模拟教学
思维很早就运用在祖
国传统医学教育中。
中医学具有独特的临
床思维模式和人才培
养规律，所以在模拟教
学时，既有与现代医学
模拟教学共性的一面，
又有其特独的一面，应
遵循中医药人才培养
规律和中医药特色，借
助模拟教学手段，充分
发挥模拟教学在培养
中医药人才方面的作
用和优势。

一是与现代医学
模拟教学中的共性方
面。中医学员在练习
四大穿刺、气管插管、
缝合等现代医学要求
掌握的基本技能方面，
应与现代医学保持统
一的操作流程和评价
标准。同时，应充分运
用数十年来形成的行
之有效的模拟教学技
巧，以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比如技能训练
的一般程序“训练前知
识点预习—带教老师
正确操作方法的演示
—学员动手操作—评
价 和 讨 论（ 视 频 回
放）—循环多次练习”
等，这些共识性的方法
和步骤，我们应当严格
遵循，并把无菌观念贯
彻始终。此外，现代医
学基本技术训练时的
小组制，也应充分借
鉴。譬如将学员每3人
组成一个训练组，并在
每轮练习时赋予3人不
同的角色与分工，如学
员A在首轮练习时，作
为指导老师身份，而学
员B则为学员身份，学员C负责考官评价。并在第二轮、
第三轮练习时，三者身份依次轮换，这样的小组制分工
和演练，在完成3轮培训之后，效果显著。此外，包括模
拟教学中人文教育等，这些均是与现代医学教育中模拟
教学共性的方面。

二是中医模拟教学中应突出中医特色。以针灸为
例，运用模拟教学既可以进一步记准经络和穴位的循经
顺序和位置，又可以进行实践操作，培养学员的动手能
力。建议在实训前，增加“读体”时间，通过读和看人体
经络模具，复习和更加精准地记忆经络穴位分布和位置
等基本知识，然后再按照原来的程序进行操作环节。另
外，不应对所谓的高端教具期望过高，在长期的中医教
学中积累的简单、实用的练习方法，也要大力推行。比
如在练习针刺进针和起针时，不一定非得在模拟人身
体，或单块模拟人体组织上练习，鼓励学员自制小巧的
棉包式练习工具，不一定在实训室，工作间隙不受地点
限制，都可以随时随地练习。根据学员的具体需求，可
适当增加中医药知识方面的模拟教学环境设计和教学
内容。比如抓药、称药、识药、辨药等，均可通过模拟教
学手段，达到较好的培训效果。

三是充分发挥真实患者在中医模拟教育中的作
用。模拟教学只是医学教育的替代方式，接近临床，熟
练技能，不能代替真实的临床工作。以切脉为例，再高
级的脉相模拟教具，与真实患者的脉相之间，不可能等
同。因此，为了更快地提升临床诊疗技能，笔者建议，
在不损及患者健康和征得患者同意的前提下，并在指
导老师带领下，通过真实患者进行切脉环节的教学和
体悟。此外，中医临床思维的训练不能只在电脑上、网
络上纸上谈兵，尤其要充分发挥门诊教学的作用，让学
员在临床一线，放手不放眼，鼓励他们以中医师的身
份，用中医思维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原则、方法和
步骤。这样，就可加快学员从模拟走向全真，从青涩走
向成熟。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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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可 以 谈 谈 自 己 的 看 法 ，说

说 您 对 中 医 药 发 展 和 中 医 教 育
的建议和意见，写一写关于中医
药 现 状 与 问 题 的 文 字 ……《学 术
论 坛》《中 医 人 语》《中 医 院 的 故
事》《关 注 中 医 改 革》《中 医 药 在
海外》等栏目真诚期待您参与！

联系人：李云
联系电话：（0371）85967078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神农本草经》首言药
物“有寒、热、温、凉四气”，
但宋代药物学家寇宗奭提
出疑问，谓“凡称气者，即是
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
则是药之性”，《本草衍义》
中有“序例（《神农本草经·
序录》）中‘气’字，恐后人误
书，当改为‘性’字，则于义
方允”。为此，“四气”又称
为“四性”。

明代李时珍认同寇氏
之说，却又称“自《素问》以
来，只言气味，卒难改易，故
从旧尔”。

四气秉受于天四气与
中国古代哲学倡导的“气一
元论”有直接关联。该理论
认为，天地万物由一气所
生。而药物生长在天地之
间，比如《素问·宝命全形
论》有“人以天地之气生，四
时之法成”的文字记载。《素
问·五常政大论》中有“地有

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
下者气热。西北之气，散而
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
的文字说明。可见药物与
生俱来会有某种属性。比
如《景岳全书》中“气本乎
天，气有四，曰寒热温凉是
也……温热者，天之阳；寒
凉者，天之阴也”。再如《医
宗必读》中“四时者，春温、
夏热、秋凉、冬寒而已，药性
之温者，于时为春，所以生
万物者也……药性之寒者，
于时为冬，所以杀万物者
也”。又如《医学真传》中

“天地有五运六气，人身亦
有五运六气，而百卉草木，
亦莫非五运六气”，《医学入
门》中“至于草木昆虫，尽皆
得气之先，所以虽干枯陈
朽，亦可以调脏腑而治疾
病，其气同也”。这些都表
明了药物四气禀受于天的
观点。

四气反映的是药物对人体阴
阳、寒热的作用倾向。也就是说，
药之寒热温凉，是在服用后生效，
以病之寒热为参照标准来确定的，
即《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所言“入腹
则知其性”。而人体寒热缘于阴阳

盛衰，即《素问·调经论》所言“阳虚
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
阴盛则内寒”，据此理当按照《素
问·至真要大论》之“治寒以热，治
热以寒”“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或

《神农本草经》之“疗寒以热药，疗

热以寒药”，进而推断出能治热者
为寒药，能治寒者为热药。不然，
如火上浇油或雪上加霜，《伤寒论·
伤寒例》中有“桂枝下咽，阳盛则
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的文字说
明，即是例证。

寒凉与温热相对，而寒与凉、温
与热之间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为
了进一步区分，有一些本草文献对
药性还用“大热”“大寒”“微温”“微
凉”加以描述。然而，就其本质而
言，药之四性实际上只有寒热而
已。关于药之气（性）的分类，尚有
如下几种观点：

二性说：有分为厚薄者，比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阳为
气，阴为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
之阴……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
的文字记载。有分为刚柔者，比如

《景岳全书》中有“气味有阴阳，阴者
降，阳者升，阴者静，阳者动；阴者

柔，阳者刚……气味之刚柔，柔者纯
而缓，刚者燥而急，纯者可和，燥者
可劫。非刚不足以去暴，非柔不足
以济刚”的文字说明，再如《医源》中
有“草木虽微，其气味有阴阳之分，
体质有刚柔之别……盖以地之刚
柔，即天之阴阳所化，言阴阳而刚柔
即在其中……燥药得天气多，故能
治湿；润药得地气多，故能治燥”。
三性说，即《唐六典·尚药奉御》所言

“三性，谓寒、温、平”。五性说，即
《本草纲目》所言“五性焉，寒、热、
温、凉、平”。七性说，即《药品化义》
所言“寒、热、温、凉、清、浊、平”。八
性说，即《圣济经》所言“寒、热、温、

凉、收、散、缓、急，同谓之性”。九性
说，即《本草品汇精要》所言“性分
寒、热、温、凉、收、散、缓、坚、软也”
等。

目前，多采用李时珍的五性
说。而所谓“平”性，是指药物的寒
热之性不明显、药性平和、作用缓
和，即《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所言“中
和之性，无偏杂之害”，但事实上，绝
对的平性并不存在，平性药仍有偏
寒偏热的倾向。

《药性赋》将248种常用药按药
性分寒、热、温、平四类，对药性用以
赋体编写而成，言简意赅，便于诵读
记忆，曾长期被作为中医蒙书。

药之五味，本指其入口时的酸、
苦、甘、辛、咸5种不同的味道，即《神
农本草经百种录》所言“入口则知
味”。而实际上，药之味并不止5种，
尚有淡味、涩味等，但因是最基本的
5种滋味，故仍称五味。

五味源于药物滋味。五味首先
是味觉对药物的真实反映，但通过
长期的生活实践与临床观察，人们
发现服用不同味道的药物，会有不
同的反应或效果，进而总结归纳出
五味学说。换言之，五味的产生，一
是通过尝而得出的，即药物的味道；
二是通过使用而试出来的，即以功
效为基础、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
括。比如一些药物的作用难以用其
滋味来解释，即是采用了以作用推
定其味的方法。由于药物滋味和作
用并无本质联系，两者之间也无严
格的对应关系，因而从古至今，五味
学说在理论上和实际运用中一直都
存在不少分歧。

五味理论源流。商周时期对五
味的认识已具雏形，《尚书·洪范》中
有“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
辛味属金，咸味属水”的文字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五味又作为调和食
物的依据，比如《吕氏春秋》中多用
五味来指导食物调剂，并述及四时
五味的宜忌及过食五味的不良后
果。作为药性的理论基础，《神农本
草经》序言中有“药有酸、咸、甘、苦、
辛五味”的文字说明，且对各种药物
都注明了五味。

《黄帝内经》对五味的认识已经
相当系统、成熟，《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中有“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
阴”的文字记载，《素问·六节脏象
论》中“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
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
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
神乃自出”的文字记载，《素问·生气
通天论》中有“阴之所生，本在五味；
阴之五官，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

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的文
字记载，《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

“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
肝……咸先入肾”的文字说明等。
基于这些认识，还详细列举了不同
情况下的组方用药原则，比如《素
问·脏气法时论》中“肝苦急，急食甘
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
之，用辛补之……”的文字记载。

由此可知，五味对五脏起着
重要的滋养和协调作用。其间存
在的对应关系，一般认为是五味
对五脏各有特定的亲和性。而关
于五味的作用，多以《素问·脏气
法时论》中所记载的“辛散、酸收、
甘缓、苦坚、咸软”为依据来认识分
析，即“此五者，有辛、酸、甘、苦、
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
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
五味所宜也”为依据。至于淡味
药，多能渗、利，涩味药与酸味近，
每能收敛。

四气指导用药

药之味

中医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