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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应用升阳益胃汤治疗胃痞病经验

杨浩建 陈 光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 北京 101500

摘 要：陈光主任作为首都青年名中医及北京市师承指导老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在脾胃病的治疗方面

有着独到的见解。本文通过总结陈光主任运用升阳益胃汤治疗胃痞病的临床经验，旨在探讨其治疗思路和用药特色，

为胃痞病的中医治疗提供新的视角。升阳益胃汤是李东垣为肺之脾胃病所制之方，陈光主任在此基础上，结合运气理

论，应用于胃痞病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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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胃痞病作为一种常见脾胃病症，对患者的日

常生活和身心健康构成显著影响。在中医领域，针对胃

痞病的治疗存在多种方法与方剂。陈光主任作为一位经

验丰富的中医专家，在治疗脾胃病方面有其独到见解。

特别是在运用升阳益胃汤这一经典方剂上，陈光主任不

仅严格遵循传统理论，更结合五运六气与现代医学，形

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1��胃痞病概述

1.1  概念
胃痞病是以心下痞塞，胸膈满闷，触之无形，按之

不痛、望无胀大，常伴有胸膈满闷，得食则胀，嗳气则

舒为主要表现的病症。其发病和加重常与饮食、情绪、

起居、冷暖等因素相关，主要是中焦气机阻滞，升降失

和所致。在古代医籍中对胃痞病也有诸多记载，如《素

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云：“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云：“脾小能行气于肺胃，

结而不散则为痞”，这些论述为胃痞病的认识提供了理

论依据[1]。

1.2  病因病机
1.2.1  饮食不节
过食生冷、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或暴饮暴

食，损伤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失常，水谷精微不能正常

输布，聚而生湿生痰，阻滞中焦气机，发为胃痞。饮食

不规律，如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扰乱脾胃的正常生理功

能，使脾胃升降失序，引起胃痞。

1.2.2  情志失调
长期的情志不畅，如抑郁、恼怒等，可导致肝气郁

结。肝木克土，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肝郁则气逆，横犯

脾胃，脾胃气机不畅，形成胃痞；思虑过度则伤脾，脾胃

虚弱，运化无力，也可导致中焦气机阻滞，发为胃痞。

1.2.3  起居失宜

过度劳累、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耗伤人体正气，

尤其是脾胃之气。脾胃气虚则运化失司，湿浊内生，阻

滞气机外感寒邪，寒凝中焦，或暑湿之邪侵袭，困阻脾

胃，均可导致脾胃气机不畅，引起胃痞。

2��升阳益胃汤的理论背景

升阳益胃汤，这一经典方剂源自金代名医李东垣所

著的《内外伤辨惑论》中的“肺之脾胃虚方”。该方是

李东垣针对夏末秋初这一特定时节，人们易患的肺之脾

胃病而精心设计的[2]。

2.1  升阳益胃汤的组成与功效
升阳益胃汤的组成药物繁多，每一味都经过精心挑

选，以发挥最佳的药效。其中，黄芪、人参、炙甘草作

为补气药，主要负责补肺气、益胃气，为脾胃的运化

提供充足的动力；白术、茯苓、半夏、陈皮则具有益胃

化湿的功效，能够清除脾胃中的湿邪，恢复其正常的运

化功能；柴胡、防风、羌活、独活等风药，以其升发之

性，不仅能够燥湿，还能升发脾胃阳气，使阳气得以升

腾，湿邪得以消散；白芍则养血和营，能够制约方中辛

温燥烈药物的副作用，使全方更加平和；黄连性寒，具

有清热燥湿的作用，能够清除脾胃中的热邪，进一步巩

固疗效。全方配伍精妙，既升脾胃阳气，又祛体内湿

浊，同时稍降阴火，帮助脾胃恢复其正常的运化功能，

从而达到治疗脾胃气虚、湿热困脾所致疾病的目的。

2.2  升阳益胃汤的适应症
升阳益胃汤的适应症广泛，主要用于治疗脾胃气

虚、湿热困脾所致的胃痞病。这类患者常表现为胃胀、

腹胀、恶心呕吐、打嗝等消化不良症状，以及周身乏

力、精神短少、嗜睡、纳差等全身不适症状；患者还可

能伴有肢体困重、关节疼痛、口干口苦或口干而不欲饮

等湿邪内蕴的表现[3]。脉象上，这类患者多表现为左脉

沉（提示阳气不升）、右关脉濡滑或沉细（提示脾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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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湿邪内停）。这些症状和体征共同构成了升阳益胃

汤的适应症，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3��陈光应用升阳益胃汤治疗胃痞病的思路

3.1  依据五运六气理论
根据五运六气理论，在特定年份，如文中提到的甲

辰年，土运太过，太阳寒水司天，气候特点为阳气生发

不及，极端天气多见，土运太过则湿气流行。天人相

应，人体也易出现脾胃虚弱、湿邪困阻等情况。升阳益

胃汤的病机与这种气候和人体受影响所表现的症状相

符，故在此时应用升阳益胃汤能取得较好疗效。陈光主

任善于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指导临床用药，将天时、气候

因素与人体疾病相结合，为治疗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3.2  辨证要点
3.2.1  症状辨证
陈光主任在临床中，对于胃胀、腹胀、恶心呕吐、

打嗝、周身乏力、精神短少、嗜睡、纳差，肢体困重、

关节疼痛、口干口苦，或口干而不欲饮等症状，若辨

证为脾胃虚弱、湿热困脾、中焦气机升降失常者，常选

用升阳益胃汤。这些症状体现了脾胃功能失调，清阳不

升、浊阴不降以及湿热内蕴的特点。

3.2.2  脉象辨证
升阳益胃汤证脉象多表现为左脉沉、右关脉濡滑、

沉细。左脉沉常提示阳气不升，气血运行不畅；右关脉

候脾胃，濡滑、沉细提示脾胃虚弱，有湿邪内停之象。

通过脉象辨证，能更准确地判断病情，为使用升阳益胃

汤提供依据[4]。

4��典型病例分析

4.1  病例1
佟海彬，男，44岁。胃脘部痞满1月余，胃脘胀满不

适，口中异味，身重，周身疲乏无力，大便日1次、量
少且粘滞不爽，纳少，眠欠佳，舌淡红，苔白水滑，脉

沉细。此患者表现为脾胃虚弱、湿浊内蕴之象。陈光主

任以升阳益胃汤为基础方，方中黄芪补气升阳，麸炒白

术、党参健脾益气，黄连清热燥湿，法半夏化痰降逆，

炙甘草调和诸药，陈皮理气化痰，茯神健脾安神，泽泻

利湿泄浊，防风、羌活、独活、北柴胡升阳除湿，白芍

养血敛阴，大枣、生姜调和脾胃。患者服药7剂后，胃脘
部胀满明显缓解，口中异味减轻，大便粘滞不爽好转且

量增多。二诊、三诊继续巩固治疗，症状基本消失。此

病例体现了升阳益胃汤对脾胃虚弱、湿浊内蕴所致胃痞

病的良好疗效，通过升阳除湿、健脾和胃，使患者中焦

气机通畅，症状改善。

4.2  病例2

杨晓立，女，58岁。胃脘部胀满不适半年余，伴有
打嗝、疲乏无力、白天犯困、多汗、动则汗出、眠差、

大便3-4次且餐后即便、不成形、粘滞不爽、起夜2-3次，
舌淡胖，苔白腻，脉沉细。初诊用升阳益胃汤，症状有

所改善，复诊时加升麻6g以增强升阳举陷之力。升麻与
方中其他升阳药物协同作用，进一步提升脾胃阳气，改

善患者的脾胃功能。经过多次治疗，患者胃脘部胀满不

适明显好转，体力恢复，汗出减少，睡眠改善，大便次

数减少且逐渐成形。此病例说明在治疗过程中可根据病

情变化适当调整用药，体现了陈光主任灵活运用升阳益

胃汤的特点。

4.3  病例3
刘振杰，男，59岁。胃脘部痞满不适2月，胃脘胀

满、打嗝，夜间口干、晨起口干重，咽部异物感，咳吐

不爽，干咳少痰，大便次数多且粘滞不爽，眠可多梦、

入睡晚，舌淡胖苔白厚腻，双关脉滑。初诊用半夏泻心

汤类方加减，效果欠佳。复诊时根据患者症状，考虑脾

胃虚弱、湿热困脾、气机不畅，改用升阳益胃汤。用药

后胃脘部胀满明显减轻，口干、咽干好转，大便成形，

其他症状也有所改善。此病例表明陈光主任在临床中根

据患者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准确辨证，灵活选

用升阳益胃汤治疗胃痞病，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

5��升阳益胃汤治疗胃痞病的机制探讨

5.1  调理脾胃气机
脾胃作为人体气机升降的重要枢纽，其功能状态直

接关系到全身气机的顺畅与否。胃痞病的核心病理机制

在于中焦脾胃的气机阻滞，导致气机不畅，升降失司。

升阳益胃汤巧妙地运用了多种药物来恢复脾胃的正常气

机。其中，柴胡、防风、羌活、独活等风药以其升发之

性，能够提升阳气，促进脾的升清功能，使清阳之气得

以上升；而半夏、陈皮等则具有理气化痰、降逆和胃的作

用，有助于恢复胃的降浊功能，使浊阴之气顺利下降[5]。

通过这种一升一降的调节作用，中焦脾胃的气机得以恢

复正常，从而有效消除胃脘部的痞塞胀满症状，恢复脾

胃的和谐运作。

5.2  补益脾胃元气
脾胃作为后天之本，其强健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体的

元气盛衰和健康状况。脾胃虚弱，则元气衰微，各种疾

病便随之而来。升阳益胃汤中特别加入了黄芪、人参、

炙甘草等药物，这些药物能够补益肺气、胃气，从而

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确保气血生化有源。脾胃之气

充足，运化有力，湿浊得以化解，痞满症状自然得以消

除。这种补益脾胃元气的治疗方法，不仅有助于缓解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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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症状，还能从根本上提升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5.3  祛湿清热
湿热困脾是胃痞病的另一重要病机。湿热之邪阻滞

脾胃，导致脾胃功能受损，气机不畅，从而引发胃痞等

一系列症状。升阳益胃汤中，白术、茯苓、半夏、陈皮

等药物能够祛湿化痰，消除体内的湿邪；黄连则具有清

热燥湿的功效，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泽泻则能利湿泄

浊，帮助排出体内的湿热之邪。这些药物共同作用，能

够清除体内的湿热之邪，使脾胃功能得以恢复正常，胃

痞症状得以缓解。同时，祛湿清热的治疗还能有效预防

湿热之邪再次侵袭脾胃，从而巩固治疗效果，防止病情

复发。

6��陈光应用升阳益胃汤治疗胃痞病的特色与优势

6.1  精准辨证，确保对症下药
陈光主任在运用升阳益胃汤治疗胃痞病时，始终坚

持精准辨证的原则。她深刻理解胃痞病的病机，主要围

绕脾胃虚弱、湿热困脾以及中焦气机升降失常展开。

因此，在接诊患者时，陈主任会详细询问患者的症状表

现，包括胃脘痞满、胀痛、嗳气、反酸等，同时关注患

者的饮食、起居、情志等因素对病情的影响。通过细致

入微的观察，结合脉象的沉、浮、迟、数以及舌象的舌

质、舌苔等体征，陈主任能够准确判断患者是否符合升

阳益胃汤的证型[6]。对于符合证型的患者，他果断应用该

方，确保对症下药，从而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6.2  灵活加减，实现个体化治疗
陈光主任在应用升阳益胃汤时，并不拘泥于原方的

固定组成，而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病情变化灵活

加减药物。她深知每位患者的病情都有其独特性，因

此，在治疗过程中，她会根据患者的气虚程度、湿邪轻

重、汗出多少等因素，适当调整方中药物的用量或加入

新的药物。例如，对于气虚症状明显的患者，他会适当

增加黄芪、人参等益气药物的用量，以增强患者的脾胃

功能；对于湿邪较重的患者，他会加重茯苓、泽泻等利

湿药物的用量，以加速湿邪的排出；对于汗出较多的患

者，他会加用收敛止汗的药物，如浮小麦、五味子等，以

减轻患者的症状。这种灵活加减的方法，使升阳益胃汤更

能适应不同患者的个体差异，实现个体化治疗的优势。

6.3  结合五运六气理论，提高治疗的前瞻性
陈光主任在治疗胃痞病时，不仅注重精准辨证和灵

活加减，还将五运六气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深知气

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在特定的运气背景

下，她会更加关注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通过深入研

究每年的运气特点，陈主任能够准确把握不同年份的气

候特征对人体的潜在影响，从而在选择方剂和治疗时机

上更加精准。这种结合宏观运气与微观辨证的方法，使

治疗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在运用升阳益胃汤时，会根

据当年的运气特点，适当调整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以提

高治疗效果，减少不良反应。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陈光主任运用升阳益胃汤治疗胃痞病的

临床经验进行系统性总结，深入分析了其治疗思路和用

药特色。实践证明，升阳益胃汤在治疗脾胃虚弱、湿

热困脾所致胃痞病方面具有显著疗效。同时，陈光主任

所展示的精准辨证、灵活加减和结合五运六气理论的方

法，不仅为中医临床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诊疗视角，也为

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胃痞病的中医治疗路径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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