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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左金丸出自元代朱丹溪《丹溪心法》，是治疗肝火犯胃证的代表方剂，也是中医反佐法的典型处方之一。笔者采

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搜集整理有关左金丸的中医古籍，共获得相关文献数据 729 条，经一定标准检索、筛选，最终获得中医古籍

57 部。通过对左金丸的方剂来源、历史沿革、处方组成、功能主治、方义衍变、处方剂量及制法用法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发现

左金丸由黄连-吴茱萸（6∶1）配伍而成，主治肝火犯胃证，证见胸胁疼痛，呕吐口苦，嘈杂吞酸，舌红苔黄，脉弦数。后世医籍所

记载左金丸与原方基本一致，主要治疗由肝火引起的各种病证，包括左胁痛、吞酸吐酸、筋疝痞结、脘痛、口苦脉弦、头目作痛、

泄泻、淋秘、发寒热、小腹疼痛、酒湿发黄、噤口痢等，相关方义分析也鲜有争议。用法历代主要应用丸剂，与原方一致；服法多

采用白汤或白术陈皮汤煎服五十丸，现代主要是水泛为丸或蒸饼为丸，温开水送服 6 g，每次服用 2~3 g。笔者通过挖掘整理、

系统分析记载左金丸的中医古籍文献，以期为该经典名方的发展传承和开发利用提供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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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uojinwan originated from Danxi′s Experiential Therapy（《丹溪心法》）in the Yuan dynasty.

It is a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liver fire invading stomach syndrome，and is also one of the

typical prescriptions of the anti-adjuvant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In this paper，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wa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ancient books of Zuojinwan，and 729 relevant

literature data were obtained. After certain retrieval and screening，57 ancient books of TCM were finally

obtained.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prescription source， historical

evolution，composition，functions，evolution of prescription meaning，prescription dose，and preparation and

usage of Zuojinwan. It was found that Zuojinwan was composed of Coptis chinensis rhizoma and Euodia

rutaecarpa fructus in a ratio of 6∶1. It was mainly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liver fire invading stomach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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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mptoms included pain in chest and hypochondrium，vomiting and bitter mouth，noisy acid-swallowing，

red tongue coating yellow，and pulse string number. Later medical records recorded that Zuojinwan was mostly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prescription. It mainly treated various diseases caused by liver fire，including left by

liver fire，including left hypochondriac pain，swallowing acid and vomiting acid，tendon hernia and lump，

epigastric pain，bitter mouth pulse string，head pain，diarrhea，gonorrhea，cold and hot，abdominal pain，

alcohol wet yellowing，silence of oral dysentery and so on. There was little controversy in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prescriptions. In the past dynasties，pills was mainly used，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prescription. In modern times，it is mainly water flooding for pills or steamed cakes for pills，warm boiling water

to serve 6 g，taking 2-3 g per time，the history is basically the same. In this paper，through the excavation，

collation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of TCM that recorded Zuojinwan，we hope to provide

the literatur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thi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Keywords］］ Zuojinwan；Danxi′s Experiential Therapy；literature research；indications and symptoms；

Coptidis Rhizoma；Euodiae Fructus；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左金丸出自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1］，原文记

载为“治肝火。一名回令丸。黄连（六两，一本作

芩），吴茱萸（一两或半两）。上为末，水丸或蒸饼

丸。白汤下五十丸。”该方组方简单，是治疗肝火犯

胃证的经典方剂，现代临床常用其加减方或与其他

处方配伍应用于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幽门螺杆菌

感染、消化性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胆囊炎等消化

系统类疾病；此外，还可应用于高脂血症、高血压

病、乳痈、眩晕、梅核气、顽固性便秘等属肝经火旺

型疾病［2-3］。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左金丸具有抗炎

镇痛、抗菌、抑制胃酸、抑制胃泌素分泌、抑制胃蛋

白酶活性等功效［2］。目前关于左金丸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历代医家论述、中西结合临床运用和实验研究

等方面，甚少涉及古医籍文献考证的研究，故本文

以古医籍为基础，梳理了左金丸的历史源流、处方

组成、功能主治、处方剂量及用法等信息，以期为该

复方的传承及运用提供参考。

1 文献梳理

基于现有中医古籍数据库与知识库进行文献

检索，以“左金丸”及别名“回令丸”为关键词进行全

文检索，必要时查阅原本古籍进行资料收集和内容

审校。检索的主要古籍数据库与知识库包括中医

古籍全文知识库、国医典藏中医古籍数据库（V1.0）
和《中华医典》（V5.0）。
2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2.1 纳入标准 ①1911 年以前的中医古籍；②有明

确的关于左金丸主治和（或）组成的相关记载；③以

经典名方优先，同一出处者以较早古籍为准，不重

复录入；④同一本古籍存在不同版本时，以善本为

准；⑤该方加减方药味变化不超过 3 味；⑥忽略药物

生熟炮制情况，如黄连与姜黄连、吴茱萸与盐制吴

茱萸等。

2.2 排除标准 ①只检索到方剂名称而无其他可

用文献信息者。②同一作者不同著作均有收载，仅

统计最早著作即可，例如元代医家朱震亨的《丹溪

心法》及《金匮钩玄》均收载左金丸，则统计《丹溪心

法》；同理明代医家虞抟的《医学正传》与《苍生司

命》均载左金丸，则统计《医学正传》；薛己所著的

《内科摘要》与《女科撮要》均载左金丸，则统计《内

科摘要》即可。③同一本书不同章节均有记载左金

丸并且有略微差异，则统计与原文出处较为接近的

数据；例如，《金匮翼》记载 2 条左金丸，分别于卷四

肝胀与卷六热厥心痛收录，二者描述相似，仅在药

味炮制方法中描述有差异，故选取与原文更近的卷

四收录处方。

2.3 数据规范 所有古籍资料收入均以原文内容

为准，原则上不进行修改和转换。

3 结果与分析

以“左金丸”及“回令丸”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

获取 729 条数据，经筛选，最终获得的各类中医古籍

文献共 57 条（不同数据库重复书籍只统计 1 种），涉
及内科、临证综合、妇科、方书等。按朝代分析，元

代、明代和清代的相关古籍分别有 1、29、27 本，说明

这些古籍按朝代分布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具体见

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4-59］。

3.1 左金丸历史源流分析 左金丸为元代著名医

家朱丹溪所创，历史悠久，其创制与当时的时代背

景息息相关。由于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水路交

通较为发达，各国间商业贸易来往频繁，通过朝贡

贸易输入大量阿拉伯香料，其中部分为官府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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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大量流传于民间，并为当时的医家们所

广泛使用。由于有些医家医术不够精湛，临证不懂

得辨证加减，滥用辛香燥热之品，致火邪枉盛，耗损

阴液，使得一些患者失治、误治甚至死亡。丹溪“湿

热相火为病最多”理论即是在此种时代背景及社会

风气中应运而生的。此外，丹溪是元朝生人，祖籍

浙江义乌，地理位置处于炎热、潮湿而多雨的江南，

长期生活在当地的人较易形成湿热体质，故湿热为

患最多，这也为丹溪“湿热相火论”学术思想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60］。

丹溪师从罗知悌，罗氏曾言：“学医之要，必本

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

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垣之书，重在

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

泥之必杀人。”此后，丹溪对张从正、李东垣的理论

进一步研究，不仅继承李东垣的“清燥之剂”“寒凉

以救之”的观点，还扩充了湿热证治的范畴，同时为

弥补东垣“无治湿热郁积之法”的缺憾，丹溪创制左

金丸，为后世所盛称［61］。

左金丸由黄连、吴茱萸 2 味药组成（两药用量比

6∶1），追溯其源，可知早在北宋初《太平圣惠方》［62］

已载由吴茱萸、黄连各二两组成的茱萸丸，用于治

疗水泻不止。之后北宋末《圣济总录》［63］收载由黄

连一两、吴茱萸半两组成的甘露散，治疗暑气；该书

还记载由黄连一两半、吴茱萸一两组成的茱萸丸，

治疗产后赤白痢疾日久，脐腹冷疼。以上三方均早

于左金丸，据此有学者推知朱氏可能受这些方剂的

影响，将黄连与吴茱萸的比例定为 6∶1，从而创制了

该方剂［64-65］。左金丸自从问世后，为历代医家广泛

沿用，如《医灯续焰》［30］《医方考》［17］及《成方切用》［44］

等记载组成及功能主治与原文基本一致，说明后世

沿用该方时基本无变化。

3.2 左金丸药物组成分析 经统计，在 57 种中医

古籍中记载左金丸药物组成的数据共有 57 条，其中

共有 56 条与原文记载一致，即黄连、吴茱萸 2 味药

组成；另外 1 条为加减方，即《不居集》［41］记载其由黄

芩、吴茱萸组成；说明历代记载多数与原方一致。

该方原文“黄连（六两，一本作芩），吴茱萸（一两或

半两）”。《丹溪心法》目前尚有多种版本，如陕本、蜀

版、徽版等。本文参考的是程充所辑版本，其成书

于明成化十七年（公元 1481 年），刊刻于新安，被称

为徽版，流传尤广，影响颇大。此书并非朱氏自撰，

由他的学生根据其学术经验和平素所述纂辑而成。

程充谓：“以丹溪原论，考订无误，录于症首；次附戴

元礼辨证；次录正方，以见正法不杂。”该书中收录

方剂时分为入方和附方，入方为丹溪所订，附方则

是其他医家所拟，各门又设“附录”以“存编者之

意”，并非丹溪原论［66］。左金丸收录时归为“入方”，

说明原文内容确为丹溪原论。原文中提及“一本作

芩”，说明黄芩是别本记载，具体为何本，尚未可知；
而且历代沿革中仅《不居集》［41］一本记载左金丸由

黄芩、吴茱萸组成，其余均由黄连、吴茱萸组成，说

明历代医家更重视黄连与吴茱萸配伍。正如《医学

原理》［10］云：“治肝火。以黄连之寒胜火除热，佐吴

茱萸之辛散郁，为肝经引使。”《医方集解》［67］载：“此

足厥阴药也。肝实则作痛，心者肝之子，实则泻其

子，故用黄连泻心清火为君，使火不克金，金能制

木，则肝平矣。吴萸辛热，能入厥阴，行气解郁，又

能引热下行，故以为反佐。”方中医家重用黄连不仅

清心火以平降肝火，且可清中焦湿热以降胃火，同

时佐以少量吴茱萸以降其寒性，引药入经，疏肝解

郁，共奏清肝泻火、降逆止呕之效。综上所述，左金

丸主要由黄连、吴茱萸 2 味药组成，是 1 首药味少而

配伍精妙的经典名方。

3.3 左金丸药味的基原与炮制分析 左金丸由黄

连［68］与吴茱萸［69-71］组成，这 2 味药均为临床常用药

材，有关其基原的本草考证和历代应用炮制方法已

有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加以论述，以确定该方药

味的基原及炮制规格。

3.3.1 黄连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

下简称《中国药典》）［72］收录黄连品种为毛茛科植物

黄连 Coptis chinensis、三角叶黄连 C. deltoidea 和云

连 C. teeta 的干燥根茎。以上 3 种分别习称“味连”

“雅连”“云连”。黄连始载于《神农本草经》［73］，历代

本草记载入药品种多是一些形态相近的黄连属植

物，据张楚楚等［68］考证，主要包括了黄连属植物黄

连 C. chinensis、三角叶黄连 C. deltoidea、短萼黄连

C. chinensis var. brevisepala、峨眉黄连 C. omeiensis

及云连 C. teeta，产地主要涉及浙江、湖北、四川、重

庆、江西、安徽、云南等地。但目前短萼黄连及峨眉

黄连属于濒危保护植物，且没有质量标准，故不建

议入药，其余 3 种为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收录的法

定品种。对于多基原药材，可结合药材实际调研情

况确定，目前市场上味连资源丰富，市场占有率高，

主要分布于重庆、四川、湖北等地区［74-75］，结合历代

用药主流及资源情况，建议选用黄连 C. chinensis 的

干燥根茎进行研究，其主产于重庆、四川、湖北等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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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本草中载黄连的炮制方法较多，主要有净

制、切制、炒制、酒制、姜制、蜜制、制炭、米泔制、麸

炒、药汁制、土制、童便制、胆汁制、乳制、醋制、盐制

等，2020 年版《中国药典》规定黄连的炮制规格主要

有黄连片、酒黄连、姜黄连及萸黄连 4 种。关于左金

丸的黄连炮制规格，经统计，在记载左金丸 57 条古

籍文献中，记载黄连姜制、炒制、盐水炒分别有 8、8、

1 条数据，记载拌湿、焙干 1 条，记载泡浸半时、焙干

用 1 条，其余 38 条记载为黄连，而处方原文中又载

为黄连，并无脚注，说明多数记载与原方一致。又

查阅《丹溪心法》全书，发现涉及黄连的处方有“酒

炒；姜炒；半用吴茱萸炒，去茱萸；一半用益智炒，去

益智”等脚注或无脚注情况，如东垣泻阴火升阳汤

中黄连（酒炒，半两）；治积聚痞块的方剂中黄连记

载“一两半，一半用吴茱萸炒，去茱萸；一半用益智

炒，去益智”等，说明若需炮制则会有标注，该方无

脚注，故认为生用。此外，方中用黄连清心火以泻

肝火，生用更佳。综上所述，该方黄连为生品，可参

考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黄连”项下炮制，即

除去杂质，润透后切薄片，晾干，或用时捣碎。

3.3.2 吴茱萸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收录的吴

茱 萸 品 种 包 括 芸 香 科 植 物 吴 茱 萸 Euodia

rutaecarpa，石虎 E. rutaecarpa var. officinalis 或疏毛

吴茱萸 E. rutaecarpa var. bodinieri 的干燥近成熟果

实。吴茱萸始载于《神农本草经》［73］，列入中品。《本

草图经》［76］详细记载植物形态，并附临江军（今江西

省清江县）吴茱萸图及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吴茱萸

图，以及在食茱萸条目下附蜀州（四川崇庆）食茱萸

图。《中华本草》［69］根据形态考证，发现临江军吴茱

萸与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相似，而

不是芸香科吴茱萸；越州吴茱萸与芸香科植物石虎

E. rutaecarpa var. officinalis 相似；蜀州食茱萸为现

今芸香科植物吴茱萸 E. rutaecarpa。明代吴茱萸出

现大小粒之分，张红梅等［71］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77］的描述，推测其中粒大的可能指吴茱萸，粒小

的可能是吴茱萸的变种石虎或疏毛吴茱萸，与现今

吴茱萸商品等级基本相符。综上所述，古代本草记

载的吴茱萸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收录品种基本

一致，故建议以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收录品种入

药。有调查表明，当前吴茱萸主要分布于江西、贵

州、湖北、湖南、广西、安徽、浙江、陕西、重庆等地

区［78-79］，品质以饱满、色绿、香气浓、无杂质者佳。

在古代，吴茱萸的炮制方法多种多样，如净制、

切制、炒制、火炮、醋炙、酒炙、姜汁制、童便制、黄连

制、盐童便制等［80］，而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仅收录

了吴茱萸和制吴茱萸。关于该方剂中的吴茱萸炮

制方式，经统计，在记载左金丸的 57 条古籍文献中，

记载汤煮或汤泡吴茱萸共计 19 条，记载拌湿、焙干

共计 1 条，记载泡浸半时、焙干用 1 条，记载盐汤泡

或者盐水浸计 7 条，记载盐水炒 3 条，其余 26 条记载

吴茱萸，并无脚注，与原文记载一致，说明历代应用

多数与原方一致。查阅《丹溪心法》全书，涉及吴茱

萸的处方有“汤洗七次；去梗，炒；细口绿色者；制”

等脚注或者无脚注情况，如八味汤中吴茱萸（汤洗

七次）；戊己丸中吴茱萸（去梗，炒）；五味子散中吴

茱萸（半两，细口绿色者）；导痰丸中吴茱萸（三钱，

制）等。说明若需炮制则会有标注，该方无脚注，可

认为其为生品。此外，方中吴茱萸生用具有温中止

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之效，与黄连配伍应用，其

温燥之性可降黄连苦寒之性，二者药性相反，有反

佐之妙。综上分析，该方吴茱萸可为生品，可参考

2020年版《中国药典》相应项下炮制，即除去杂质。

3.4 左金丸主治证候分析 经统计，在所涉及的

57 种中医古籍中，记载主治病证的共 51 条，对其记

载主治病证分析，其中左胁痛与胸胁痛合并为一类

统计，大便不实按泄泻统计，筋疝痞结合并为一类

统计，其余基本按照古籍原文整理统计，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左金丸主要治疗 12 种病证，其中

左胁痛出现频次最高，约占总病证 50.98%，其次为

吞酸吐酸、筋疝痞结，分别约占 21.57%、19.61%，再

者 为 头 目 作 痛 、发 寒 热 、泄 泻 及 淋 秘 ，均 约 占

17.65%，其他零星用于小腹疼痛、脘痛、酒湿发黄、

噤口痢、口苦脉弦等。以上所述病证主要由肝经火

旺，横逆犯胃引起。正如叶天士云：“肝为起病之

源，胃为传病之所，肝木肆横，胃土必伤。”《成方便

读》［58］记载：“金令左行平木火，吞酸胁痛病缠绵。

治肝火燥盛，左胁作痛，吞酸吐酸，一切疝气之属于

表 1 左金丸的主治病证及其出现频数

Table 1 Main disease symptoms treated by Zuojinwan and their

frequency

No.

1

2

3

4

5

6

主治病证

左胁痛

吞酸吐酸

筋疝痞结

淋秘

发寒热

头目作痛

频数/次

26

11

10

9

9

9

No.

7

8

9

10

11

12

主治病证

泄泻（大便不实）
小腹疼痛

酒湿发黄

噤口痢

口苦脉弦

脘痛

频数/次

9

6

3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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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火者。夫吞酸、吐酸、疝气等证，各有寒热之不

同，而属于肝火者为尤多。以肝居于左，其味酸，有

相火内寄，其脉络阴器，抵少腹，故为诸证。”若厥阴

经气不畅，则见胁肋疼痛；肝火犯胃，胃气上逆，则

见恶心、呕吐、呃逆、嗳气等；肝火循经上炎，故见口

苦。舌红苔黄，脉弦数皆为肝经郁火之象。《黄帝内

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载：“诸逆冲上，皆属于火”

“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凡与“火”“热”有

关上冲呕吐酸水等，泻火降逆是必用治法［81］；《成方

便读》［58］云：“盖气有余即是火，肝火有余，不得不假

金令以平之。”故治宜清肝泻火，降逆止呕。

左金丸由黄连、吴茱萸 2 味药组成，其配伍精

妙，《齐氏医案》［49］载：“左金丸止黄连、吴茱萸二味，

黄连但治心火，加吴萸气燥，肝之气亦燥，同气相

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则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

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制木，此左金所以得名

也。”《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42］载：“胡天锡曰：

左金丸独用黄连为君，从实则泻子之法，以直折其

上炎之势；吴茱萸从类相求，引热下行，并以辛燥开

其肝郁，惩其捍格，故以为佐。然必本气实而土不

虚者，庶可相宜。左金者，木从左而制从金也。”《医

方絜度》［59］载：“叶天士曰：此方泻肝，谓肝家郁火上

冲，大苦寒降其火，大辛热泄其气。汪讱庵曰：黄连

泻心清火，茱萸解郁，引热下行。一者正治，一者反

治，故能相济以立功也。名曰左金，谓火热清则金

令行于左而肝自平。”《血证论》［55］云其：“病左胁痛。

及呕酸苦者。肝火也。以金平木。清火生金。其

理至妙。”《成方便读》［58］述：“黄连苦寒入心，直折心

火，不特实则泻其子，且使火不刑金，则金令得以下

行，而木自平矣。吴萸辛热，能入厥阴，行气解郁，

又能引热下行，且引黄连入肝，一寒一热，一苦一

辛，同治厥阴气火有余，故疝气之偏于热者，亦能取

效耳。”由以上表述可知，方中重用黄连，一是其味

苦性寒，以“实则泻其子”之法，清泻心火以泻肝火，

则肝火得清，自不横逆犯胃；二是其善长清中焦湿

热，可清胃火，胃火降则其气自降，标本兼顾，一举

两得，对肝火犯胃之呕吐吞酸尤为适宜，故为之君。

方中使少量吴茱萸与黄连配伍，一者吴茱萸可入厥

阴疏肝解郁，使肝气条达，郁结得开；二者其辛散苦

泄，性热祛寒，可反佐以制黄连之寒性，使泻火而无

凉遏之弊；三者取其下气之用，以和胃降逆；四者其

为足厥阴肝经引经药，可引黄连入肝经，助其泻肝

火［34］，正如《医学原理》［10］载：“以黄连之寒胜火除

热，佐吴茱萸之辛散郁，为肝经引使。”此一药而功

兼四用，故为之佐使。二者合而成方，共奏清肝泻

火，降逆止呕之功。综上可知，该方历代应用基本

一致，主治肝火犯胃证。证见胸胁疼痛，呕吐口苦，

嘈杂吞酸，舌红苔黄，脉弦数。

3.5 左金丸剂量分析 左金丸由黄连、吴茱萸组

成，但二者配伍比例不同，其作用不同。经统计，在

左金丸古籍文献中共有 54 条记载了这 2 味药的剂

量比例，其中记载黄连、吴茱萸剂量比例可为 6∶1 或

6∶0.5 共计 5 条，记载比例 1∶1 共计 3 条，记载比例为

10∶7共计 2条，记载比例 6∶1共计 44 条，可见后世医

家主要应用黄连-吴茱萸（6∶1）这一配伍比例。

原文载吴茱萸剂量为“吴茱萸（一两或半两）”，
根据《丹溪心法》卷五载：“回令丸：泻肝火，行湿为

之反佐，开痞结，治肝邪，可助补脾药。黄连（六两），
茱萸（一两）。上为末，粥丸。一方名左金丸，治肺

火，茱萸或半两，水丸，白汤下。”可知，回令丸为左

金丸别名，此方治疗肝火时吴茱萸为一两，治疗肺

火时茱萸可用半两，从而可推知治肝火的左金丸中

吴茱萸剂量应为一两；此外，左金丸自创制以来，历

代应用多数保持黄连与吴茱萸用量比例 6∶1，秦伯

未在《谦斋医学讲稿》［82］中曰：“黄连入心，吴萸入

肝，黄连的用量六倍于吴萸，故方解多作实则泻其

子，并以吴萸为反佐药。”此处也说明了黄连、吴茱

萸按 6∶1 的比例治疗肝火犯胃证［83］。另外，现代实

验表明左金丸中黄连、吴茱萸按原方比例配伍对体

外幽门螺旋杆菌的抗菌疗效显著优于其他比例，且

黄连所占比例降低会导致抗菌疗效减弱［84］。综上

所述，该方药味剂量为黄连（六两）、吴茱萸（一两）。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85］载元朝基本采

用宋朝原有的各项制度，其度量衡是宋朝的延续和

发展，宋朝一斤为十六两，则可推知元朝一斤为十

六两；又书中《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记载元代一

斤约 610 g，故一两为 38.125 g。则方中黄连六两剂

量为 228.75 g，吴茱萸一两的剂量约 38.13 g；但《方

剂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2 版）记载黄连六两为

180 g，吴茱萸一两为 30 g；《方剂学》（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第 9、10 版）记载黄连六两为 18 g，吴茱萸一两

为 3 g。综上可知，该方剂量虽存在争议，但应用黄

连与吴茱萸剂量比例均为 6∶1，又该方为丸剂，则可

按比例进行制作丸剂。

此外，历代医家常改变黄连及吴茱萸药用剂量

或者加减药味，从而扩大临床应用，如原作者朱丹

溪治疗“痞”证时应用“吴茱萸三两（汤浸煮少时），
黄连八两。粥糊为丸，每服五七十丸，白术陈皮汤

··43



第 28 卷第 12 期
2022年 6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28，No. 12

Jun. ，2022

下”，黄连与吴茱萸比例为 8∶3，食积最易化热，湿热

阻于中焦则痞满，故重用黄连清热燥湿，佐吴茱萸

行气宣散郁结；明代《普济方》载坚止汤，方中黄连 -

吴茱萸（1∶1），并加厚朴，治疗伤寒下痢腹痛；现代

医家颠倒黄连、吴茱萸比例，创制反左金丸，主治肝

寒犯胃证，方中重用吴茱萸，既可疏肝解郁、降逆止

呕，因性热祛寒，又可散肝经之寒邪，为治肝寒气滞

诸痛之主药。佐以少量黄连，主治寒湿中阻，肝寒

气滞之证，临床可用于胃脘痞满疼痛、呕逆、嗳气、

泛酸等疾病［86］。

3.6 左金丸用法服法分析 经统计，记载左金丸制

法及煎服法的数据共 53 条，其中有 53 条记载了该

方制法，主要为丸剂，包括水丸 18 条、蒸饼丸 13 条、

粥糊丸 3 条、粥丸 20 条、为丸 7 条。有 37 条记载了

该方的用法，其中记载白汤服用 18 条，白术、陈皮煎

汤服用 17 条，姜汤服用 4 条；服用五十丸 7 条，服用

三五十丸 5 条，服三十丸 4 条，二钱 2 条，三、四、五十

丸 1 条，四五十丸 1 条，三四十丸 2 条。说明该方历

代应用制法主要为丸剂，服用方法主要为白汤或白

术陈皮汤煎服五十丸，与原方类似。

原文记载“上为末，水丸或蒸饼丸。白汤下五

十丸。”即药味应粉碎为“末”，结合历代古籍记载，

如《本草经集注》［87］《新修本草》［88］及《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89］附记中载：“凡捣罗丸药，用重密绢令细，于

蜜中和则易熟。”古代以纱称绢，采用孔眼大小均匀

的绡织物作筛网，把研制粉末的药物分级筛选出

来［90］。原文应用重密绢过滤，说明制作丸药药粉需

要很细，但具体细到何种程度尚未可知。2020 年版

《中国药典》［91］规定水丸由饮片细粉制作，即指能全

部通过五号筛，并含能通过六号筛不少于 95% 的粉

末。用细粉泛丸，泛出的丸粒表面细腻光滑圆整，

若药材粉碎较粗，则所泛成的丸粒表面粗糙有花斑

和纤维毛，且不易成型［92］，故该方药味粒度可参考

2020年版《中国药典》的标准。

关于制丸工艺，原文提及“水丸或蒸饼丸”，对

其考证可知，水丸指饮片细粉以水（或根据制法用

黄酒、醋、稀药汁、糖液、含 5% 以下炼蜜的水溶液

等）为黏合剂制成的丸剂，是在中药汤剂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始由处方中一部分药物的煎汁与另一

部分药物的细粉以滴水成丸的方法制作成煎服丸

剂，而后逐渐演变，以各种水溶性液体为赋形，用泛

制法将方中全部或部分药物细粉制成粒度大小一

致的吞服小丸［91，93］。最早的水丸多为药汁丸、醋丸、

酒丸，如《五十二病方》［94］中酒丸：“冶麋（蘼）宪本、

方（防）风、乌家（嫁）、桂皆等，渍以淳酒而境（丸）
之，大如黑叔（菽）而吞之。”之后汉代出现了生姜汁

糊丸，如《金匮要略》［95］记载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末

之，以生姜汁糊为丸，如梧子大，饮服十九，日三

服。”唐朝出现水和丸，如《外台秘要》［96］卷第八载一

首胃反吐食者方：“捣粟米作粉，水和作丸，如楮子

大七枚，烂煮纳酢中，细细吞之，得下便已，面亦得

用之。”宋朝出现滴水为丸，例如，《太平圣惠方》［62］

第 49 卷通灵丸方：“上件药，捣罗为末，入巴豆，研令

勾，别入生黑豆面二两，拌和令匀，滴水为丸，如绿

豆大，每服以生姜汤下二圆，膈上有涎即吐，有滞食

血气即转下。”此后，滴水为丸的水丸制作方法逐渐

成熟［93］，沿用至今，故该方可用现代技术制作水丸。

古书蒸饼，实际是面粉经发酵后制成蒸熟的如

馒头、发糕、花卷一类的食品［97］。而对于蒸饼丸，

《中华医学大辞典》［98］载汤泡蒸饼丸：“以小麦粉于

腊月或寒食日制饼蒸熟，至皮裂去皮，略加糟类，使

之发酵，悬之风干；至造丸时，取陈年者以水浸胀，

擂烂滤过，和丸，称为汤泡。”提示蒸饼丸实际是以

蒸饼作为赋形剂制作丸剂。

关于服用方法，原文提及“白汤”，后世医籍中

《删补颐生微论》［29］记载应用白滚汤；《绛雪园古方

选注》［40］记载用开水送，可推知其应为温开水。此

外，不少医家应用该方时，改为白术、陈皮汤服用，

扩大了临床适用范围，如《内科摘要》［8］。关于服用

量，原文为“白汤下五十丸”。根据处方历代应用情

况可知，该方应用丸剂大小有绿豆大、梧桐子大、椒

目大等记载。据《中华本草》［69］记载，绿豆为豆科植

物绿豆的种子，直径 4~6 mm；椒目为芸香科植物花

椒或青椒的种子，直径 3~4 mm；梧桐子为梧桐科植

物梧桐的种子，直径约 7 mm，提示该方丸剂直径 3~

7 mm；但现在丸剂统一以质量为标准，不以直径大

小为准，《方剂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第 9、10 版）
记载左金丸 50 粒为 6 g，每次服用 2~3 g，已明确说

明用法用量。综上所述，该方现代用法用量为方中

黄连、吴茱萸粉碎成细粉，水泛为丸或蒸饼作赋形

剂制成丸剂，温开水送服 6 g，每次服用 2~3 g。

4 讨论与小结

左金丸出自朱丹溪《丹溪心法》，通过对左金丸

古代文献系统梳理，可知左金丸是朱丹溪在前人基

础创制而成，主要由黄连和吴茱萸 2 味药组成，主治

肝火犯胃证，证见胸胁疼痛，呕吐口苦，嘈杂吞酸，

舌红苔黄，脉弦数。方中重用黄连以泻心胃之火，

加以少量吴茱萸反佐，以防寒热格拒，其量少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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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热，二药合用可使该方泻火而不凉遏，温通而不

助热，使肝火得清，胃气得降，诸证自愈，后世医家

对左金丸的应用多在原方上继承或发挥。现代广

泛运用于消化系统疾病，如用于肝火犯胃型急慢性

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功能性胃肠疾病、慢性萎缩性

胃炎、消化道溃疡等的治疗，是中医以反佐法组方

治疗肝火犯胃的经典方剂。

通过对方中药味基原方面进行本草考证，可知

处方中黄连、吴茱萸均以多基原入药，与现代应用

情况基本一致，处方开发时应结合现代药材资源情

况来确定单基原，以保证用药疗效及可持续性。目

前 市 场 上 黄 连 主 要 以 毛 茛 科 植 物 黄 连 Coptis

chinensis为主，该方可选其干燥根茎入药；商品吴茱

萸有大花、中花及小花之分，以江西生产的中花品

种为最佳［99-100］，且《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吴茱

萸》记 载 中 花 主 要 来 自 芸 香 科 植 物 吴 茱 萸 E.

rutaecarpa 的干燥近成熟果实，小花主要来自芸香

科植物石虎 E. rutaecarpa var. officinalis 或疏毛吴茱

萸 E. rutaecarpa var. bodinieri的干燥近成熟果实，而

市场上大花顶端多开裂，不符合 2020 年版《中国药

典》形状描述，故不建议入药，建议该方吴茱萸可选

中花入药。关于炮制规格，根据处方原文未标注药

味的炮制及功效作用，建议均以生品入药，可选用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收载饮片。关于左金丸的剂

量，历代医家治疗肝火犯胃证时基本应用原方比

例，即黄连-吴茱萸（6∶1），此外也会根据临床情况进

行剂量加减，从而扩大临床应用。关于左金丸用法

服法，方中药味取末，水泛为丸或蒸饼作赋形剂制

成丸剂，温开水送服 6 g，每次服用 2~3 g。关键信息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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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Key information sheet of Zuojinwan

基本信息

出处

《丹 溪

心 法 》

（ 元·朱

丹溪）

处方、制法及用法

黄连（六两，一

本作芩），吴茱萸

（一 两 或 半 两）。

上为末，水丸或蒸

饼 丸 。 白 汤 下 五

十丸

现代对应情况

药味名称

黄连

吴茱萸

基原及用药部位

毛茛科植物黄连 C. chinensis 的干

燥根茎

芸香科植物吴茱萸 E. rutaecarpa、

石虎 E. rutaecarpa var. officinalis或疏

毛吴茱萸 E. rutaecarpa var. bodinieri

的干燥近成熟果实

折算剂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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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

用法用量

方中药味取末，

水泛为丸或蒸饼作

赋形剂制成丸剂，

温开水送服 6 g，每

次服用 2~3 g

功能主治

【功效】清泻肝火，降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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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胁疼痛，呕吐口苦，嘈杂吞

酸，舌红苔黄，脉弦数

注：炮制规格均为生品；黄连与吴茱萸应用时用量比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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