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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基础: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0

中药治疗疾病的偏
性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有四气、五味、
升降浮沉、补泻、
归经、毒性等方面



一、四气

第1章



一、四气1

1
四气，即指药物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它是通过调节机体寒热变化来纠正人体阴阳盛
衰的，

2

对于四气的认识，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
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知药性分寒温，不
晚于西汉时代。文中还指出药性之寒热，是"因气感之宜"所形成，所以《本经》首先提出了"又有寒热
温凉四气"。可见最早药性的四气，是以四时气候特征来概括药物性能的

3
四气药性也和五味一样，寓有阴阳属性，即寒凉属阴，温热属阳。寒凉与温热是相对立的两种药性，
而寒凉与温热之间则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即"凉次于寒"、"温次于热"。有些本草文献对药物的四性还
用"大热"、"大寒"、"微温"、"微凉"加以描述，这是对中药四气程度不同的进一步区分，示以斟酌使用

4
此外，四性以外还有一类平性药，它是指寒热之性不明显、药性平和、作用较缓和的一类药。一般平
性药物的功效主要通过五味和其他药性来反映出来



一、四气1

1
药性的寒热温凉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这与所治
疗疾病的性质是相对而言的

2
如病人表现为高热烦渴、面红目赤、咽喉肿痛、脉洪数，这属于阳热证，用石膏、知母、栀子等药物
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寒凉的

3
反之，如病人表现为四肢厥冷、面色苍白、脘腹冷痛、脉微欲绝，这属于阴寒证，用附子、肉桂、干
姜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温热的

4

一般来讲，寒凉药分别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滋阴除蒸、泻热通便、清热利水、清化热痰、清心
开窍、凉肝息风等作用；而温热药则分别具有温里散寒、暖肝散结、补火助阳温阳利水、温经通络、
引火归源、回阳救逆等作用。《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本经》序例"疗寒以热药、
疗热以寒药"指出了如何掌握药物的四气理论以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

5
具体来说，温热药多用治中寒腹痛、寒疝作痛、阳痿不举、宫冷不孕、阴寒水肿、风寒痹证、血寒经
闭、虚阳上越、亡阳虚脱等一系列阴寒证



一、四气1

而寒凉药是主要用于实热烦渴、温毒发斑、血热吐衄、火毒疮疡、热结便秘、热淋涩痛、黄疸水肿、痰
热喘咳、高热神昏、热极生风等一系列阳热证1

2

3

4

5

6

7

总之，寒凉药用治阳盛热证，温热药用治阴盛寒证，这是临床必须遵循的用药原则

反之，如果阴寒证用寒凉药，阳热证用温热药必然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甚至引起死亡

故李中梓《医宗必读》谓："寒热温凉，一匕之谬，复水难收。"

由于每种药物都同时具有性和味，因此必须将两者综合起来

缪希雍谓："物有味必有气，有气斯有性"，强调了药性是由气和味共同组成的

换言之，必须把四气和五味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辨别药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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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气同味异，味同气异者其所代
表药物的作用则各有不同

如麻黄、杏仁、大枣、乌梅、肉
苁蓉同属温性，由于其味不同，
而作用各异，如麻黄辛温散寒解
表，杏仁苦温下气止咳，大枣甘
温补脾益气，乌梅酸温敛肺涩肠，

肉苁蓉咸温补肾助阳

再如桂枝、薄荷、附子、石膏均
为辛味，因四气不同，又有桂枝
辛温解表散寒，薄荷辛凉疏散风
热，附子辛热补火助阳，石膏辛

寒清热降火等不同作用

一般来讲，气味相同，作用相近，
同一类药物大都如此，如辛温的
药物多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甘
温的药物多具有补气助阳的作用

有时气味同、又有主次之别，如
黄芪甘温，偏于甘以补气，锁阳

甘温，偏于温以助阳

气味不同，作用有别，如黄连苦
寒，党参甘温，黄连功能清热燥

湿，党参则补中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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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药兼有数味者，则标志其治疗范围较大。如当归辛甘温，甘以补血、辛以活血行气、温以祛寒，
故有补血、活血、行气止痛、温经散寒等作用，可用治血虚、血滞、血寒所引起的多种疾病1

2

3

4

5

6

7

一般临床用药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在配伍其他药物复方用药时，就可能出现或用其气，或用
其味的不同情况

如升麻辛甘微寒，与黄芪同用治中气下陷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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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与石膏同用治胃火牙痛，则取其寒性以清热降火

此即王好古《汤液本草》所谓："药之辛、甘、酸、苦、咸，味也

寒、热、温、凉，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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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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五味

第2章



二、  五味2

1

五味的本义是指药物和食物的真实滋味。药食的滋味可以
通过口尝而察得。由于药食"入口则知味，入腹则知性"，
因此古人将药食的滋味与作用联系起来，并用滋味来解释
药食的作用。五味作为药性理论最早见之于《内经》、
《本经》之中。《内经》对五味的作用和应用及阴阳五行
属性都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2
药性的五味，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不同的
味道，因而具有不同的治疗作用

3 有些药物还具有淡味或涩味，因而实际上不止五种

4 但是，五味是最基本的五种滋味，所以仍然称为五味

5
药物五味的认定，首先是通过口尝，即用人的感觉器官辨
别出来的，它是药物真实味道的反映



二、  五味2

五味和其他一切事物
一样，具有阴阳五行
的属性，《内经》云：
"辛甘淡属阳，酸苦

咸属阴

"《洪范》谓："酸味
属木、苦味属火、
甘味属土、辛味属
金、咸味属水

"《素问•藏气法时论
》指出："指出："辛
散、酸收、甘缓、
苦坚、咸软

"这是对五味属性和
作用的最早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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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味2

辛

辛，"能散能行"，即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一般来讲，解表药、行气药、活血药

多具辛味。因此辛味药多用治表证及气血阻滞之证。如苏叶发散风寒、木香行气除胀、川

芎活血化瘀等。此外，《内经》云："辛以润之"，就是说辛味药还有润养的作用，如款冬

花润肺止咳，菟丝子润补肾等。大多数辛味药以行散为功，故"辛润"之说缺乏代表性

此外，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药物往往也标上"辛"，亦称辛香之气。这样，辛就不只与味觉，

而且与嗅觉有关了。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外来香料、香药不断输入。到了宋代，由于香

药盛行，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对芳香药物作用的认识也不断丰富。具有芳香气味的辛味药，

除有能散、能行的特点之外，还分别具有芳香辟秽，芳香化湿，醒脾开胃，芳香开窍等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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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甘，"能补能和能缓"，即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一般来讲，滋养

补虚、调和药性及制止疼痛的药物多具有甘味。甘味药多用治正气虚弱、身体诸痛及调和

药性、中毒解救等几个方面。如人参大补元气、熟地滋补精血、饴糖缓急止痛、甘草调和

药性并解药食中毒等



二、  五味2

酸

酸， "能收能涩"，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一般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

精缩尿、固崩止带的药物多具有酸味。酸味药多用治体虚多汗、肺虚久咳、久泻肠滑、遗

精滑精、遗尿尿频、崩带不止等证。如五味子固表止汗，乌梅敛肺止咳、五倍子涩肠止泻、

山茱萸涩精止遗以及赤石脂固崩止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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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苦，"能泄、能燥、能坚"，即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

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等作用。一般来讲，

清热泻火、下气平喘、降逆止呕、通利大便、清热燥湿、

苦温燥湿、泻火存阴的药物多具有苦味。苦味药多用治

热证、火证、喘咳、呕恶、便秘、湿证、阴虚火旺等证。

如黄芩、栀子清热泻火，杏仁、葶苈子降气平喘，半夏、

陈皮降逆止呕，大黄、枳实泻热通便，龙胆草、黄连清

热燥湿，苍术、厚朴苦温燥湿，知母、黄柏泻火存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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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

咸，"能下、能软"，即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
一般来讲，泻下或润下通便及软化坚积、消散结块的药物多具有咸味
咸味药多用治大便燥结、瘰疬痰核、瘿瘤、癥瘕痞块等症
如芒硝泻热通便，海藻、牡蛎消瘰散瘿，鳖甲、土鳖虫软坚消癥等
此外，《素问•宣明五气篇》还有"咸走血"之说
肾属水，咸入肾，心属火而主血，咸主血即以水胜火之意
如大青叶、玄参、紫草、青黛、白薇都具有咸味，均入血分，同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
《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五味入谓，各归所喜攻……咸先入肾。"故不少入肾经的咸味药
如紫河车、海狗肾、蛤蚧、龟板、鳖甲等都具有良好的补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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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引药入肾增强补
肾作用，不少药物如知母、
黄柏、杜仲、巴戟天等药
用盐水炮制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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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淡，"能渗、能利"，即具有渗湿利水的作用，

故不少利水渗湿的药物都具有淡味。淡味药

多用治水肿、脚气、小便不利之证。如薏苡

仁、通草、灯心草、茯苓、猪苓、泽泻等。

由于《本经》未提淡味，后世有些医家主张

"淡附于甘"，然淡味与甘味的作用，各具自

己的特点，应该分别论述为是

多数药物具有几种味，对这些药物功效的认

定，必须全面综合并结合临床疗效来认识概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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