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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麥門冬湯擅於養陰潤肺，降逆和胃。既能治肺胃陰虛，又能治胃陰不足，胃失和降所致之嘔吐，呃逆。

凡是屬於咳逆上氣，咽喉不利，口乾咽燥，嘔吐時作，手足心熱，神疲乏力者，無論男女老少，久病或初病，

或病情複雜多變，只要病機吻合，都有一定的療效。本方不但可治治慢性咽炎、胃脘痛、治妊娠惡阻，而且還

可治慢性口腔潰瘍等疾病，也同樣有效。 

 

[關鍵詞] 麥門冬湯；臨床應用；心得體會 

1 概述 

麥門冬湯方出自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具有養陰潤肺，降逆和胃的作用，用於治療素體咳逆上氣，咽

喉不利，口乾咽燥，嘔吐時作，手足心熱，神疲乏力等症。筆者謹守病因病機，結合胃陰不足，胃失和降的病

理變化規律及其辨證施治的原則，然後再根據每種病證的不同而靈活加減應用，療效肯定。 

麥門冬湯組成：麥冬30g，半夏9g，高麗參9g，炙甘草6g，粳米一撮，大棗10g。用法：每天1劑，水煎，

溫服。連服3-6天，視病情而定。功效：養陰潤肺，降逆和胃。 

特點：養陰潤肺和降逆和胃並用，常用於肺胃陰虛，咳逆上氣，或胃陰不足，胃失和降所致之嘔吐，呃逆。

適應症：咳逆上氣，咽喉不利，口乾咽燥，嘔吐時作，手足心熱，神疲乏力，舌紅少苔，脈虛數。據症選方：

本方是治肺胃陰虛，胃氣上逆的主要方劑，有下列症狀者，可以試用本方治療：①咳逆上氣，咯痰不爽；②咽

喉不利，口乾咽燥；③疲倦乏力；④舌紅少苔；⑤脈虛數。 

 

2 麥門冬湯的臨床應用 

2.1 治慢性咽炎 

如果你經常嗜食辛辣、或過度勞累、或感覺腎陰虛弱等，都很容易引發咽喉發炎。可能有一些人因症狀輕

微，以為是一些小毛病，未認真理會，得過且過，很少就醫或隨便買些藥物治療，以為可以打發過去了，他怎

知道病未徹底治癒，以致造成咽炎反復發作。明‧龔廷賢在《壽世保元‧口舌》中曰：「口瘡者……乃上焦虛熱、

中焦虛寒、下焦虛火，各經傳變所致。」由於是虛火導致咽喉潰爛，局部氣血失榮失養所致，其疼痛就比較輕

微了。你要知道的是，咽喉發炎除了局部症狀外，有不少還伴有全身症狀，在用藥治療時既要結合全身症狀，

又要分清虛火還是實火，才能對證下藥。要是出現反復咽痛，咽乾或有時聲啞，咽癢，咽喉有灼熱感，時輕時

重，便乾尿黃，疲倦乏力，舌貭紅，苔薄白，脈細數者，是虛火上升無疑，可用養陰潤肺，降逆和胃的麥門冬

湯去人參換花旗參加生地治療。 

方藥如下：麥冬30g，半夏9g，花旗參9g，生地20g，炙甘草6g，大棗10，粳米一撮。 

用法：每天1劑，3劑，水煎，溫服（若是普通百姓應用，最好請教註冊中醫師後服用，以策安全）。 

2.2 治胃脘痛 

中醫的痞滿、反酸、噯氣同屬胃脘痛的範圍，現代醫學的消化性潰瘍和慢性胃炎可概括在中醫學的胃脘痛

範疇。其發病多因外邪、飲食不節或不潔、心情抑鬱等有關，致使肝氣犯胃或脾胃虛弱，運化失調，胃失和降，



氣滯或血 而成。病位在肝、脾、胃，三者關係十分密切，病性有虛有實。由於胃脘痛包括西醫多種類型的胃

炎，複雜而多變，本文只談陰虛所致的胃脘痛。一般來說，若胃痛日久，鬱熱傷陰，胃陰不足，陰不制陽，胃

陰受傷，胃絡失養，濡養失調，胃主腐熟水穀的同時失卻胃陰濡潤，可導致胃脘灼痛，饑不欲食。其常見症狀

是胃痛隱隱，噯氣，咽乾口燥，或口乾渴，經常感到疲憊而沒有力氣，大便乾結，小便黃，舌質紅，苔薄少津，

脈弦細。可用養陰潤肺，降逆和胃的麥門冬湯，去人參換花旗參加生地等治療。 

方藥如下：麥冬30g，半夏9g，花旗參9g，延胡索9g，川楝子9g，生地20g，炙甘草6g，大棗

10，粳米一撮。 

用法：每天1劑，3劑，水煎，溫服（若是普通老百姓應用，最好請教註冊中醫師後服用，以策安全）。 

2.3 治妊娠惡阻 

妊娠早期出現反復噁心嘔吐、頭暈厭食、惡聞食味，甚至食入即吐的病證，稱為「妊娠惡阻」。妊娠早期

出現食欲不佳，擇食，厭食，輕微噁心，倦怠等症狀，是妊娠早期常有的反應，一般不必治療。要是出現比較

嚴重的症狀，影響日常生活和工作則要服藥治療，還要結合B超檢查和婦科檢查，排除葡萄胎才放心。清‧傅山

《傅青主女科》載：「腎水生胎不暇化潤於五臟」可出現「肝急則火動而逆」的病理變化。平素身體健壯者，

懷孕後陰血雖然下聚以養胎，但對身體不會造成大大的影響，出現的妊娠反應也輕微。若常常煩躁、惱怒，煩

悶之氣不能外達而內聚於內，這股鬱氣得不到疏泄，氣鬱日久會化火，肝火犯胃，可導致胃失和降而嘔吐。還

有一些是肝腎陰虛，肝失血養，體不足用而偏亢，沖氣並肝氣犯於胃，都可使胃失和降而出現病症。要是妊娠

早期出現嘔吐苦水，嗜睡，消瘦，口乾，唇乾舌燥，疲倦乏力，舌貭紅，少津，舌苔微黃，脈細滑數無力者，

可用養陰潤肺，降逆和胃的麥門冬湯加玄參治療。 

方藥如下：麥冬20g，半夏9g，花旗參、玄參各9g，炙甘草6g，大棗10，粳米一撮。 

用法：每日1劑，3劑，水煎溫服（若是普通百姓應用，最好請教註冊中醫師後服用，以策安全）。 

 

3 病案舉例 

2018年10月22日，深秋。秋高氣爽，微風輕撫，豔陽送暖，沒有一絲寒意。中午，筆者快要下班了，忽然

走進一位年輕女子，雖然聲高，但帶着幾分嘶啞：「溫醫師，您要下班麼？請您幫我看完才走可以嗎？」。筆

者答道：「好的，請坐」。患者20多歲，身材修長，稍顯消瘦，兩顴微紅，兩目有神，口唇豔紅。聽聲音知其

咽喉不適，再結合望聞問切，這位女子的病情躍然而出。 

患者是一位中學教師，初出道幾年。由於每天都要講課，未注意用科學的方法發聲，再加上工作繁忙，未

加休息，患慢性咽炎己有3年多了。咽炎時好時壞，用過不少藥物也難於奏效，只能緩解一時。經醫院檢查，排

除聲帶息肉等器質性病變，確診為「慢性咽炎」。現症見：除了聲音嘶啞外，還有咽痛，嗓子乾緊，咽癢，咽

喉灼熱，時輕時重。咽部如有異物感，吞之不下，吐之不出。伴尿黃，大便乾結，疲倦乏力，夜臥不安。檢查

咽部充血，懸壅垂水腫下垂，咽後壁充血。舌質紅，苔薄白而乾，脈細數。 

診斷：「喉痹」「梅核氣」。 

辨證：肺胃陰虛，虛火上揚。  

治法：滋陰養胃，清利咽喉。 

方藥：麥門冬湯加減： 

麥冬30g，制半夏、花旗參、知母片、津桔梗、黑元參各9g，嫩射干、玉蝴蝶、藏青果、蟬衣、炙甘草各

6g，大棗4枚。3劑。每日1劑，水煎服。 

飲食調護：①不要食辛辣、煎炸和生冷之食物；②勿過勞，注意勞逸結合，儘量學習用科學的方法發聲；

③暫時避免高聲談唱，以及加強感冒預防。 

二診：2018年10月25日，上方服3劑，藥後症狀明顯減輕。照上方加減半個月後，諸症明顯減輕。再守方

加減，諸症消失而愈。 

分析：喉痹，與現代醫學的慢性咽喉炎如出一轍，其中表現的咽部有異物感又與「梅核氣」相同，大多數



病例由肝氣鬱結而來，或伴有肺胃陰虛，或伴有痰濕，或伴有血滯。根據病症細心分析，本病例是慢性咽喉炎

急性發作，此系肺腎陰虛，複為風邪所擾，風熱上攻，加之素有陰虛火炎，風火合邪上迫咽喉而致。治以滋陰

養胃，清利咽喉的方法，採用麥門冬湯加減。用麥門冬、花旗參、知母片、黑元參甘寒清潤，養陰生津，滋陰

閏燥，既可清虛熱，又可健脾補氣，從而達到補脾益肺，生津潤燥，增強體質之目的。使氣血化生之源充足，

則人體生機可以恢復；蟬衣、藏青果是治咽喉之要藥，既清熱解毒，又潤肺開聲；制半夏和胃降逆；炙甘草與

大棗甘潤性平，與方中人參合用，益氣健脾與養胃補肺並行。由於用藥謹慎選用，症狀慢慢緩解而愈，患者喜

上眉梢。 

 

4 心得體會 

麥門冬湯常用於治咽喉不適，慢性咽炎，咽乾口涸，胃脘痛，嘔吐，咳逆上氣，糖尿病等屬肺胃陰虛者，

效果良好。 

肺胃陰虛，咳逆上氣多由於燥熱病邪或內熱虛火灼傷肺胃津液，造成肺胃陰津不足。肺為清虛嬌嫩之臟，

性情喜溫喜潤，溫則津液布，潤則氣就和。若五臟不和，互相傾軋、互相攻擊，互相排斥，就會出現病變。如

心火灼肺金，木火刑金，胃火上揚，腎中相火上炎等等，都可消灼肺陰而出現咳逆上氣等病症。 

一些人一入廚房煮食，什麼東西都喜歡用高溫油炸、煎一下，這樣口感就變好了。但是煎炸之食物脂肪含

量高，不僅引起肥胖，而且還會直接導致身體代謝異常。長期不斷攝入這種高脂肪的食物，若脾胃薄弱，可出

現胃脘脹滿等症。除此之外，煎炸食物進入胃後會蘊積生熱，內熱一旦橫行，首當其衝就是劫灼胃液。胃陰不

足，失去濡潤，直接影響胃的消化吸收，一些胃腸病症由此而起。輕者出現口乾咽燥，饑而不欲食；重者出現

嘔吐呃逆，胃脘灼痛等症。若還糊裡糊塗不去尋醫問藥，聽之任之，病情在無聲無息中繼續發展，就會加重。

若胃氣持續不降，必然會影響腸腑傳導功能，慢慢出現大便乾結，甚至出現消瘦，疲倦乏力等症。 

若咳逆上氣，咽喉不利，口乾咽燥，嘔吐時作，手足心熱，神疲乏力者，可用養陰潤肺、降逆和胃的麥門

冬湯治療，有一定的療效。 

方藥分析：方中用大量麥冬為主藥。麥冬嬌小玲瓏，其貌不揚，味甘微苦性微寒。其治病和養生功效不容

小窺，是肺胃經的常用藥，也是治胃陰虛的主要藥。麥冬既能養陰潤肺，化痰止咳，又能養胃陰，生津液，潤

腸燥。《藥性論》載：「治熱毒，止煩渴」。《本草拾遺》曰：「止煩熱消渴，寒熱體勞，止嘔開胃」。《握

靈本草》載：「袪煩解渴，止咳消痰，……清心降火，……滋腎助元」。若胃中為熱邪所傷，日久胃中出現陰虛

的病變，或胃中有熱而氣逆上升，此時苦寒的藥物不能解決問題，儘量少用為佳。必須以清熱養陰為主，採用

麥冬擔當重任是最佳選擇。臨床上常將麥冬用於治熱病傷陰之口乾舌燥，心煩失眠、肺虛有熱及腸燥便秘等，

若與元參、生地配伍其潤腸通便之力更顯增強。麥冬的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如《名醫別綠》載：「虛勞客熱，

口乾燥渴，止嘔吐，愈痿蹶，強陰益精，消穀調中保神，定肺氣，安五臟。」醫聖張仲景常在《傷寒雜病論》

中常用於胃肺陰虛所致的咳逆上氣，咽喉不利等症。如《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第10條：

「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近代不少名家常用麥冬清心潤肺，養陰潤燥，養胃生

津。而香港地區民間亦有不少巿民用麥冬配伍沙參、玉竹等煲湯清心潤肺，養陰潤燥。[1] 

半夏味辛性溫，既能燥濕化痰，又能和胃降逆以止嘔。善治胃氣不和，胃氣上逆所致的噁心欲嘔。《神農

本草經》載：「主傷寒寒熱，心下堅，下氣，咽喉腫痛，頭暈，胸脹，咳逆，腸鳴，止汗。」《名醫別錄》載：

「消心腹胸膈痰熱滿結，咳逆上氣，心下急痛堅痞，時氣嘔逆」。半夏入脾胃經，擅於燥濕化痰，健脾和胃，

以減少痰涎之滋生。有人會問，半夏性溫，燥濕化痰，而現在胃中火氣上逆，若採用半夏治療，豈不是火上加

油麼？你別忘了，前面用了大量的麥冬滋陰降火，在火氣下降的同時，加上半夏調和脾胃，而半夏的用量相對

也較輕，取其和胃降逆之意，怎會火上加油呢？香港地區的一些老百姓對半夏也有所認識，喜歡用半夏、枇杷

葉和胃降逆。[2] 

高麗參、炙甘草、大棗和粳米都是健脾益氣藥，只是有功效強弱和藥品貴賤的分別。很多老百姓對高麗參

並不陌生，是常用健脾益氣強壯滋補藥。對於高麗參，雖然許多老百姓都懂得燉服調理，但要與藥物靈活配伍



合用就要多看醫學書籍了。高麗參大補元氣，補脾益肺，生津止渴，若與不同的藥物配伍合用，會產生不同的作用，

尤其是扶正驅邪就更為突出；甘草既健脾益氣，又調和諸藥；大棗調補脾胃，養血安神；粳米養脾護胃。四藥配伍合

用，和中扶正，強壯身體，增強抵抗力，扶正驅邪的作用明顯加強。 

藥物雖只有6味，但可達到改善肺胃陰虛的目的，既可生胃津，潤肺燥，下逆氣，又可培補後天之本。針對

患者體貭的不同，要是若咳逆上氣，咽喉不利，口乾咽燥，嘔吐時作，神疲乏力者，均可選用養陰潤肺，降逆

和胃的麥門冬湯加減治療。 

禁忌：脾胃虛寒，咳逆上氣，口不乾渴者，非本方所宜。或諮詢註冊中醫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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