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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寒性胃脘痛主要病機為外感寒邪或陰寒內生以及貪食生冷，寒邪凝聚胃脘導致陽氣被遏，胃脘氣機阻滯，

不通則痛。古今各大醫家治療寒性胃脘痛常以良附丸及黃芪建中湯為主，本文主要着重論述利用蟲藥九香蟲壯

脾腎之元陽，理胸膈之凝滯，氣血雙宣屬血肉有情之品、祛邪而不傷正之特性配伍高良姜湯及黃芪建中湯以達

散寒止痛、溫中和胃、化濕理氣、溫中健脾、益氣止痛之功效，用於治療寒性胃脘痛。 

 

[關鍵詞] 胃脘痛；九香蟲；高良姜湯；黃芪健中湯 

1 胃脘痛介紹 

胃脘痛作為病名最早見於《黃帝內經》，但常與心痛並稱。 

隋代巢元方[2]在《諸病源候論》中《卷之十六‧心腹痛病諸候（凡七論）‧三、心腹相引痛候》中指出「心腹相引

痛者，足太陰之經與絡俱虛，為寒冷邪氣所乘故也。提出了寒冷邪氣是胃痛的一個重要原因。 

明代虞傳《醫學正傳》[3]曰，初致病之由，多因縱恣口腹，喜好辛酸，飲熱酒煎嚼，複餐寒涼生冷，朝傷

暮損，日積月深，自郁成積，自積成痰，痰火煎熬，血亦妄行，痰血相雜，妨礙升降，故胃脘疼痛。說明生冷

之物也可導致胃痛。 

清代林佩琴《類證治裁.胃脘痛》雲：「凡傷寒不由陽經傳入，而直入陰經者，手足厥冷，脈微細，下利清

穀，名曰中寒，仲景所謂急溫之，宜四逆是也。」這段話明確指出了寒邪客胃的病因及證治特點。根據古人經

驗，加上後世的經驗總結通常將胃脘痛辨證分型為肝氣犯胃證、寒邪客胃證、濕熱蘊胃證、飲食傷胃證、淤血

阻胃證、胃陰虧虛證以及脾胃虛寒證等。[4] 

西醫學中急性單純性胃炎、急性糜爛性胃炎、慢性淺表性胃炎、胃痙攣、胃粘膜脫垂症、十二指腸炎相當

於中醫胃脘痛。 

 

1.1 寒性胃脘痛的病因病機及證候特點 

1.1.1 病因病機 胃痛病因複雜，《症因脈治》將其病因分為外感和內傷兩大類。該書雲：「外感胃脘痛之因，

其人中氣寒，偶觸時令之寒，則寒凝胃口而痛」，「內傷胃脘痛之因，飲食不節，傷其胃口，太陰升降之令，

凝結壅閉，則食積之痛作矣；脾胃素弱，日飲水穀，不能消受，停積中脘，則成痰飲而痛；胃陽不足，冷飲內傷，

陰 寒 凝 結 ， 則 積 冷 之 痛 作 矣 」 。 

1.1.2 證候特點 寒邪客胃：胃脘冷痛暴作，畏寒喜暖，遇寒則痛甚，嘔吐清水痰涎，口不渴，大便溏，舌淡苔

白，脈弦緊。 

寒濕胃痛：胃脘脹滿疼痛，遇寒加重，得熱則減，不思飲食，泛惡欲嘔，口淡而膩，腹部痞悶，大便溏瀉，

面色黃晦無華，神疲乏力，舌質淡胖，苔白膩或水滑，脈濡緩或濡細。[5] 

脾胃虛寒：胃痛綿綿，多遇冷痛甚，喜按喜暖，倦怠乏力，口淡多涎，喜熱飲食，納少便溏，舌淡苔白，

脈沉細弦。[6] 

 

2  九香蟲介紹 

2.1 古代本草學研究 

九香蟲為蝽科昆蟲九香蟲的乾燥體，俗名「黑兜蟲」，隸屬於昆蟲綱半翅，長期以來在九香蟲產區如貴州



的道真、劍河等地有吃九香蟲的習慣，並流傳「有錢吃鹿茸，沒錢吃打屁蟲」的說法，說明打屁蟲同鹿茸一樣，

具有強身健體的功能。 

九香蟲始載於《本草綱目》，「主治膈脘滯氣，脾腎虧損，壯元陽」，《本草新編》謂：九香蟲「亦興陽

之物，然非人參、白朮、巴戟天、肉蓯蓉、破故紙之類，亦未見其大效也」，《本草用法研究》曰：九香蟲「壯

脾腎之元陽，理胸膈之凝滯，氣血雙宣」，性咸、溫，入肝、脾、腎經，具有理氣止痛、溫中壯陽、滋補脾胃

等功效。 

2.2 九香蟲治療寒性胃脘痛可行性分析 

寒性胃脘痛之寒邪應由陽散之，腎主一身之陽，五臟陽氣，非此不能發。脾的運化水穀，胃的腐熟水穀，

是脾氣、胃氣及脾陽脾陰、胃陰胃陽的協同作用，但有賴腎陽溫煦和推動，化生氣血，對外抵禦外邪，對內營

養臟腑，不使病生。久病則導致腎水虛寒，脾胃無權腐熟水谷，滯留於中焦，故寒性胃脘痛的治療應該在散寒止痛、

化濕和胃的基礎上溫補腎陽。 

《素問‧金匱真言論》雲：「腎⋯⋯開竅于二陰。」水寒不能涵木，土濕不能培木，則肝木鬱滯，三陰同病。」

《四聖心源‧雜病解中》雲：「蓋腎司二便，而傳導之職，則在庚金，疏泄之權，則在乙木。陰盛土濕，乙木鬱

陷，傳送之竅既塞，疏泄之令不行⋯⋯，是以糟粕零下而不黏聯⋯⋯，約而為丸。」 《醫理真傳‧君相二火解》雲：

「中宮不得二火之往來薰蒸，即不能腐熟谷水，則完穀不化，痰濕、痞滿諸症作矣。由此可知對於寒性胃脘痛

採用溫補腎陽的方法治療切實可行。 

2.3 現代藥理學療效研究 

劉慶芳[7]在整理文獻得出九香蟲可用於治療胃部痙攣性疼痛、慢性萎縮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以及糜爛

性胃炎等胃部疾病。在運用九香蟲治療寒性胃脘痛過程中用藥後偶見喉間灼熱、音啞、面赤身熱，周身出現片

狀紅斑，痙癢等過敏反應，一般停藥後諸證漸次消失，必要時可採用西藥進行抗過敏治療。 

 

3 九香蟲配伍方藥治療寒性胃脘痛 

3.1 寒邪客胃 

九香蟲合高良薑湯加減，治法以散寒止痛、健脾和中為主，藥物組成：高良薑、陳皮、九香蟲、生香附、

厚朴、當歸、生薑。方中高良姜、生薑溫散寒邪、止痛止嘔；九香蟲、香附、陳皮取其理氣止痛、降逆止嘔以

助高良薑、生薑之功；厚朴辛散燥濕、下氣除滿既能辛散寒邪又能使滯氣下行促使胃脘氣機平衡；當歸辛行溫

通，既可行氣活血又能補血。本方運用後寒邪得散，祛邪而不傷正，陽氣得以舒展，氣機通暢，通則不痛，氣

為血之帥，氣能生血氣能行血，血為氣之母，血能養氣血能載氣，故中焦氣血調和，和降有序。 

3.2 寒濕胃痛 

九香蟲合高良薑湯加減，治法以散寒止痛、滲濕和胃為主，藥物組成：高良姜、桂枝、厚朴、九香蟲、當

歸、蒼朮、茯苓、生薑。方中高良姜、生薑溫散寒邪、止痛止嘔；寒主收引，濕性粘滯，兩者同屬為陰，濕中

有寒，寒中有濕，寒濕錯雜阻滯經絡，桂枝具溫通經脈，散寒止痛之功效以助高良薑、生薑之功，與茯苓、九

香蟲、蒼朮同用以溫扶脾陽以助水運溫腎陽、逐寒邪以助膀胱氣化，而行水濕痰飲之邪，既可散寒又能除濕；

當歸辛行溫通，既可行氣活血又能補血。 

3.3 脾胃虛寒 

九香蟲合黃芪建中湯加減，治法以溫中健脾、補腎壯陽、益氣止痛為主，藥物組成：党參、炙黃芪、飴糖、

九香蟲、補骨脂、桂枝、陳皮、白芍、炙甘草、生薑、大棗。方中党參、黃芪，大棗補脾益氣；生薑、陳皮溫

通散寒、止嘔，5藥同用健脾而和營衛；桂枝甘溫通陽扶衛，九香蟲與補骨脂溫腎壯陽，以補脾陽；飴糖補益中

氣，緩急止痛，可助党參、黃芪、大棗補氣之功；白芍既能與陳皮同用以養血柔肝又能同大棗起養血安神之功

效；党參補氣補血，黃芪補氣生血。本方運用後外邪寒邪得散，中陽得補則固，脾胃運化和降調和，氣血津液

充足，營衛有源。 

 



4 典型案例 

患者，男，2017年5月18日初診，主訴：胃痛甚15分鐘。患者胃部隱痛多年，胃部喜按喜暖，喜熱飲食，

遇冷胃則痛甚，確診為慢性胃炎。刻診症見：胃脘疼痛，形體消瘦，面色㿠白，喜溫畏寒，飲熱固體飲食大口

下嚥後發梗然後胃痛，伴吐粘痰，吐後痛減，納少便溏，舌淡苔薄白，脈沉細弦。西醫診斷：急性胃炎；中醫

診斷：脾胃虛寒；治以益氣建中，溫中止痛；方用九香蟲配伍黃芪建中湯合良附丸加減，處方：炙黃芪50g，

党參10g，懷山藥9g，九香蟲9g，桂枝10g，穀芽12g，麥芽12g，高良薑15g，陳皮15g，香附10g，厚朴15g，

蒼朮10g，煆瓦楞15，蓽茇9g，生雞金12g，半夏8克，補骨脂9g。3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中晚3次溫服。 

2017年5月21日二診：藥後胃痛明顯減輕，面色稍好轉，仍有便溏，胃納不佳，舌齒痕，脈細弱，上方去

高良薑，陳皮，香附，加大棗3枚，佛手9g，砂仁15g（後下），茯苓20g、當歸12g、穀芽30g，麥芽30g，

14劑，水煎服，水煎分早中晚3次溫服。2017年10月6日電話回訪患者，近半年未再出現飲食大口下嚥後發梗

胃痛的情況，病已向癒。 

 

5 結論 

蟲類藥均為血肉有情之品，能竄透而搜剔風邪，搜剔絡道，通達經絡，功力遠非草木所能及。九香蟲具有

理氣止痛、溫中助陽之功，在胃脘痛治療以及腎病治療方面療效顯著且應用十分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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