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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则·方剂·针灸·

防风的临床拓展运用

何利黎，彭宁静，黄文强，吕德，罗再琼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防风是临床常用中药，其味辛、甘，性微温，入膀胱、肝、

脾经，有祛风解表、胜湿止痛、止痉的功效，它虽归类于解表

药，是“风药之润剂”、“治风之通用药”，主要用于治疗外感

表证、破伤风、风疹瘙痒、风湿痹痛等证［1］。但近年来临床研

究发现，防风在治疗心系、肾系、肝胆、妇科疾病等方面亦有

独特疗效，现介绍如下。 
1 临床应用

1.1 冠心病：本病多属中医“胸痹”、“心痛”范畴，常以活血

化瘀、益气、养血、滋阴、温阳等法治疗［2］。近来有医家提出，

加用风药配伍使用可提高疗效。如黄淑芬提出“治血先治风，

风去血自通”的观点，认为片面使用活血化瘀药难免狭隘，用

祛风药通络以祛邪，条畅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津液，邪去正

安［3］。李达祥常于方中加用防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认为防

风不仅通络止痛，而且具有活血开心窍之功，特别是胸痛伴

肝脾不调必用此药［4］。赵绍琴认为用防风等风药配伍治疗

冠心病可疏调三焦、宣展气机、透邪外出而增加疗效［5］。林

慧娟用防风配伍益气活血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常获得良好

效果［6］。刘强等［7］认为风药配伍阴柔补益方治疗冠心病而无

滋腻黏滞之虞，如治疗 1 例冠心病患者，拟方：桂枝 20 g，熟
附子 9 g，防风 12 g，细辛 3 g，川芎 15 g，当归 20 g，赤芍 15 g， 
黄芪 30 g，白术 12 g，桃仁 10 g，郁金 10 g，每日 1剂，共 20剂。

同时长期服用附子理中丸和复方丹参丸，随访 1 年，罕有胸

痛发作。叶九斤［8］认为防风升散郁火，在治疗 1 例胸痹郁热

炽盛型患者时拟方：防风 5 g，山栀子 10 g，黄连 6 g，淡竹叶

10 g，大黄 9 g，枳实 10 g，半夏 6 g，丹参 18 g，瓜蒌 12 g，郁金

10 g，羌活 5 g，升麻 3 g，每日 1剂，水煎服，随证加减服 20剂，

患者诸症消失，心电图正常。

1.2 病毒性肝炎：本病属于中医“黄疸”、“胁痛”范畴，若久

病不愈，有形成癥积和鼓胀的可能。罗再琼等［9］认为祛风药

如防风可畅气胜湿，善入肝经助肝胆之用，疏通脏腑经络之

气，活血化瘀。陈全荣［10］认为病毒性肝炎多夹风邪，在辨证

施治基础上加用风药，治疗组口服疏外风的解表药如防风

等，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95.0%，对照组总有效率

63.8%，证明风药可以提高病毒性肝炎的疗效。王文鸽和袁

楠［11］认为防风可祛风止痒，在治疗病毒性淤胆型肝炎 31 例

时自拟清热退黄止痒汤（防风 10 g，当归 10 g，荆芥穗 12 g，
苦参、川芎、丹参、白鲜皮各 15 g，茵陈蒿 40 g，赤芍 30 g），每
日 1 剂，10 剂为 1 个疗程，总有效率 96.8%。史文丽等［12］认

为防风胜湿，可助脾健运，振奋脾阳，用以治疗病毒性肝炎肝

功能异常患者（拟方：防风 6 g，葛根 15 g，羌活 10 g，生麦芽

30 g，制附子10 g，茯苓15 g，炒苍术、炒白术各10 g，干姜6 g，
茵陈蒿 30 g，甘草 6 g，丝瓜络 10 g），可恢复肝功能，消除黄

疸，显示了防风的独特作用。

1.3 肾小球肾炎：本病多属于中医“水肿”范畴，临床表现多

为颜面、四肢、甚至全身水肿，或伴尿液异常，常以发汗、利

尿、泻下逐水为基本大法，多选用茯苓、猪苓、泽泻等淡渗利

湿之品。赵绍琴则用辛温解表的防风治疗急慢性肾小球肾

炎，寓其通调三焦，散湿疏风，引邪外出之意，并在肾病综合

征、慢性肾功能不全、双肾萎缩、慢性肾盂肾炎、糖尿病肾病、

尿毒症、肾盂积水、尿失禁、狼疮性肾炎、免疫球蛋白（IgA）
肾病等都使用了防风，认为在使用凉血化瘀药的同时配伍

风药更有助于利水消肿［5］，可见赵绍琴善用风药治疗肾系疾

病。刘秀芬和于春英［13］重用防风为君药治疗急性肾小球肾

炎屡获良效，将越婢汤中麻黄改为防风，认为防风治一切风

邪，且现代药理学研究认为防风具有一定的抗溶血性链球菌

作用，治疗急性肾小球肾炎颇合病机，且发散、润泽而不燥，

助宣肺利水之功效。于俊生认为风、湿、痰、瘀、毒是肾系疾

病的重要致病因素，风为百病之长，尤其重视风药的使用，对

慢性肾病伴长期蛋白尿不消退的患者，配伍防风等鼓舞正

气，升清阳、降浊阴，可明显恢复患者体力和减少蛋白尿［14］。

而对紫癜性肾炎尿隐血持续不消，配伍防风等可消除隐血。

1.4 功能性子宫出血：防风用于治疗妇科疾病自古有之，如

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傅山在 《傅青主女科》 中常用防风、升麻、

柴胡、荆芥、葛根、羌活、独活、白芷、薄荷等风药配伍治疗多

种妇科疾病成为典范，特别是防风既可祛风解表、胜湿止痛、

解痉，亦可舒木培土，“主崩中”（《经验后方》），说明防风有

治疗崩漏下血之作用；认为防风辛以散之，升举阳气，气上

则血上，下血可止，故可治疗妇科疾病之崩中漏下。如王保 
来［15］治疗崩漏，以防风入方消风化瘀止血（防风炭 8 g，荆芥

炭 8 g，炒僵蚕 9 g，地榆炭 12 g，薄荷炭 6 g，杭菊炭 9 g，大黄

炭 6 g，桑寄生 15 g，白芍 12 g，制首乌 12 g），获得良效。辛

军［16］认为崩漏证亦不外虚实两端，风药升阳，能流通血气，

使气血周流，便绝生火之本，气达则血畅，瘀血亦除，可治实

证之崩漏；风药升阳，也能升发脾中清气，恢复脾胃功能，清

气上升，气能摄血也可治气虚证之崩漏；若崩漏日久，气血已

伤，离经之血为瘀血，此时均可加风药升阳，流通血气，使阴

火消于无形，瘀血得以排出，从阴引阳，阳气升腾，阴血得固。

因此，在治疗崩漏时每于方中加用防风、荆芥成为治崩漏不

可缺少之药。

1.5 其他：王保来［15］认为防风可入督脉，散六淫邪气而升

发阳气，疏风以助活血之功，治疗不孕患者可收获良效，其

立意较新，可资借鉴。黄融琪在“益气防风汤”中重用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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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g 治疗胃下垂，每获良效，寓其健运脾胃，调摄正气，

改善胃动力的作用，效果明显［17］。方敬岐和聂存平［18］用大防

风汤加味治疗强直性脊柱炎，认为防风祛风散寒可助活血通

脉药物改善微循环，促进脊柱、关节等血液流动。丁德正［19］ 

治疗忧郁症时在疏肝解郁方中加辛甘温润之防风 15 g 则疗

效倍增，认为防风辛散之性可助疏肝解郁之良好发挥，复肝

生升之机和舒展调达之性。郑国庆和黄培新［20］将麻黄和防

风配伍用于急性脑血管病中，上升为“治风活血”的治则理

论高度，强调指出中风病位在脑，“高巅之上，唯风可到”。

2 小 结

 综上可见，防风在临床的运用已超出了外感表证、风疹

瘙痒、风湿痹痛等证范围而有所拓展，其功效也突破了现有

教科书上的记载而有新的发现。因此，对防风的一些新的见

解和运用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兼有活血的功效，以及临床

配伍治疗多种疾病时可以增强疗效，均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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