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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经典名方异功散的历史沿革与关键信息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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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异功散出自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22 年 9 月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儿

科部分）》中的第 3 号方，可开发为 3.1 类中药新药。该研究通过查阅古代医籍和现代文献，从异功散的历史沿革、药味基原和

炮制、剂量折算、制法用法、功能应用 5 个方面进行考证，形成该处方的关键信息表，以期为异功散基准样品研制和制剂开发提

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建议异功散药材基原和炮制选用人参 Panax ginseng 去芦，茯苓 Poria cocos 去皮，甘草应为乌拉尔甘

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陈皮 Citrus reticulata 切丝。剂量折算分别按 4.13 g/钱、生姜 1 g/片、大枣 3 g/个、体积 300 mL/盏折算，

每服处方药味中人参、茯苓、白术、甘草、陈皮各 1.652 g，生姜 5 g、大枣 6 g，总量为 19.26 g；煎煮方法为药味粉碎成 50~80 目细

末，每服加水 300 mL，煎至 210 mL，去滓食前温服。该方古籍记载主治脾胃虚寒气滞之小儿吐泻不思饮食，经后世医家临证灵

活应用，常用于治疗小儿厌食症、消化道炎症、腹泻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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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gongsan is derived from Xiaoer Yaozheng Zhijue written by QIAN Y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is the No. 3 formula in the Catalogue of Ancient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The Second Batch 

of Pediatrics）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in September 

2022， and it can be developed as a class 3.1 new TCM drug. By referring to ancient medical books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is study conducted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on Yigongsan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origin and processing， dosage conversion， usage and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functional 

application， then formed the key information table of this formula，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ference samples and preparations of Yigongsa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anax ginseng should be removed the basal part of stem（rhizoma）， Poria cocos should be 

removed the peel， Citrus reticulata should be cut into shreds and Glycyrrhiza uralensis should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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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4.13 g/Qian（钱）， 1 g/slice for ginger， 3 g for each jujube and 300 mL/Zhan（盏）， the doses of 

Ginseng Radix， Pori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Zingiberis Rhizoma Recens， Jujubae Fructus were 1.652， 1.652， 1.652， 1.652， 1.652， 5， 6 g， 

and the total amount was 19.26 g. The decocting method was to crush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into fine powder 

with 50-80 mesh， add 300 mL of water and decoct to 210 mL for each dose， then remove the dregs and take it 

warmly. This formula was recorded in ancient books as the main treatment for the cold-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stomach， and Qi stagnation in children with vomiting and diarrhea and lack of appetite. It has been flexibly 

applied by later generations of physicians， and is often used to treat anorexia， inflammation of the digestive 

tract， diarrhea and other diseases in children.

［［Key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textual research on prescription； Yigongsan； Si Junzitang； 

historical evolution； decocted powd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diatric diseases

异功散，中医经典儿科名方，温中和气，主治小

儿脾胃虚弱，不思饮食，或呕吐泻下等证［1］。2022 年

9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制定了《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儿科部分）》（以

下简称《目录》），异功散为《目录》第 3 个处方［2］，可

开发为 3.1 类中药新药，受到广大中医药从业人员

的热切关注。

根 据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药 品 审 批 中 心

2021 年 8 月发布的《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

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3］，要求 3.1 类

中药新药研发应明确处方组成、药材基原和药用部

位、炮制规格、折算剂量、用法用量、功能主治等关

键信息内容。查阅文献发现，关于该处方的考证及

历史沿革研究较少，国家虽已发布规范统一的关键

信息表［4］，但具体考证过程尚未展示，相关文献报道

多为异功散加减方及其与西药联合使用的临床应

用和使用效果描述。随着时代的变迁，异功散的流

传可能存在很多争议，例如，《小儿药证直诀》不同

版本所载异功散是否存在差异，人参去芦与否，陈

皮剉制是否与今天的切丝一致，异功散煮散粒度，

服用方法是否去滓等。虽然已有发布版的关键信

息表，但本研究仍期望通过查阅相关古代医籍并结

合现代文献记载，展示历代医家所载异功散差异，

系统梳理异功散药材基原、药味炮制、剂量换算、制

法用法及临床应用等疑点和关键信息确定的原由，

为异功散基准样品研制和制剂的开发提供更详实

的参考。

1 历史沿革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目录》（第二批儿科

部分）明确给出了异功散出处，即宋·钱乙《小儿药

证直诀》，又名《小儿药证真决》或《钱氏小儿药证直

诀》，成书于北宋宣和元年（公元 1119 年），是我国现

存最早的儿科专著，被后世誉为“幼科之鼻祖”“儿

科之圣”。

《小儿药证直诀》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复刻，现存

版本约有 32 种，传世版本共 2 种，分别为清武英殿

聚珍本和宋刊本［5］。《小儿药证直诀》书籍中收录异

功散的药味组成情况见表 1，其与国家发布《目录》

中差别不大，推测国家发布的版本应为主流药方，

来源于宋刊本；同时整理具有代表性历代医籍，发

现其中收载的异功散剂量、炮制方法则略有不同。

异功散又名五味异功散或钱氏异功散，张璐·

清《张氏医通》［6］记载有 2 个异功散组方，分别为钱

氏异功散和陈氏异功散，前者和《目录》中公布的组

方一致；而后者治痘疮白灰陷，组方为“木香、当归

身、茯苓、肉桂、肉豆蔻、丁香、熟附子、人参、白术、

半夏、厚朴、橘皮”，两者应作区分。另外，还需与朝

鲜人金礼蒙编纂的《医方类聚》［7］中的同名异功散作

区分，该书中异功散主治痔漏下疳，其组方为“黄柏

皮 3 钱（以蜜涂，火炙 5 次），白矾 1 钱（飞过），鹰爪黄

连 1 钱半，脑子半钱，麝香 1 字，荆芥穗半钱，甘草半

钱（蜜炙 3 次）”。不同版本书籍中异功散组成整理

见表 2。

2 基原和炮制

《小儿药证直诀》成书于北宋，至今已有 900 年

历史。经过历代的使用和传承，药味的基原品种、

产地、使用部位和炮制可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

变，因此需要厘清异功散药材的基原和炮制发展脉

络。以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中药材品名为法定依据，尽可能地选

择与古方或历史长期使用最为接近的药味，若方中

药材品名未加前后缀视为生品，古代炮制方法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收载方法基本一致则按现行

药典方法进行炮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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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参     

2.1.1　 人 参 品 种 选 择     人 参 始 载 于《神 农 本 草

经》［19］，为上品，号称“百草之王”。《名医别录》［20］记

载：“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及辽东”。《本草经集

注》［21］载：“人参生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

色”。《本草图经》［22］记载：“其根形状如防风而润实，

春生苗，多于深山中背阴近椴漆润湿处，初生小者

三、四寸许，桠五叶；四、五年后生两桠五叶，末有花

茎；至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叶，中心生

茎，俗名百尺杆。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

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

红，自落。根如人形者神”。《海药本草》［23］载：“有手

脚状如人形，长余尺，以杉木夹定，红线缠饰之”。

《证类本草》［24］记载：“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山谷及

辽东”。《植物名实图考》［25］记载：“昔时以辽东、新罗

所产，皆不及上党。今以辽东、吉林为贵，新罗次

之”，所附人参线图与《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极为

相似。《中国植物志》［26］记载：“多年生草本；根状茎

（芦头）短，直立或斜上，不增厚成块状。主根肥大，

纺锤形或圆柱形……种子肾形，乳白色”。2020 年

版《中国药典》［27］所收载人参为“主根呈纺锤形或圆

柱形……根茎细长，少数粗短，中上部具稀疏或密

集而深陷的茎痕。不定根较细，多下垂”。根据以

上本草所述特征，历代本草所使用人参植物形态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载品种 Panax ginseng 基本

一致，所以古今人参品种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建

表 2　不同古籍中异功散的主要记载

Table 2　Main records of Yigongsan in different ancient books

来源

《脾胃论》［8］

《医方论》［9］

《保婴撮要》［10］

《祖剂》［11］

《婴童百问》［12］

《医学心悟》［13］

《景岳全书》［14］

《张氏医通》［6］

《医方集解》［15］

《医宗金鉴》［16］

《幼幼集成》［17］

方名

异功散

异功散

钱氏异功散

异功散

异功散

五味异功散

五味异功散

钱氏异功散

异功散

异功散

异功散

组方

    人参、茯苓、白术、甘草、橘皮（以上各五分）上为粗散。每服五钱，水二大盏，生姜三片，栆二枚，同

煎至一盏，去渣，温服，食前

人参、白术（土炒）、茯苓二钱、甘草一钱、陈皮、姜三片、栆二枚煎

人参、茯苓、白术、甘草（炒）、陈皮各等分，上为末，每服二三钱，姜栆水煎

    人参（一两）、茯苓（一两）、白术（一两）、甘草（五钱）、陈皮，上咀水一盏姜（七片）、栆（一枚）煎至七

分去滓服

人参、茯苓、白术、甘草、桔红、木香等分，右为末，每服二钱，姜、栆煎服

四君子汤加陈皮，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各一钱，大枣二枚，生姜一片，水煎服

人参、白术（炒）、茯苓、炙甘草、陈皮各一钱，上加姜、栆，水煎服

    人参（一钱至三钱）、白术（炒黄，一钱至三钱）、茯苓（一钱至钱半）、甘草（炙，六分至一钱）、橘皮（略

去白），为散，每服三四钱，加生姜一片，水煎，去滓服

人参、白术（土炒）、茯苓（二钱）、甘草（一钱）、陈皮，姜三片，栆二枚，煎

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各二钱，陈皮，加生姜水煎服

    官拣参（切）、漂白术（土炒）、白云苓（乳蒸）、真广皮（酒炒）、炙甘草（俱等分），生姜、大枣水煎服，为

末，姜、栆汤调服亦可

作者及朝代

李杲·金元

费伯雄·明

薛凯·明

施沛·明

鲁伯嗣·明

程钟龄·清

张景岳·明

张璐·清

汪昂·清

吴谦·清

陈复正·清

表 1　不同版本书籍中异功散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Yigongsan in different editions of books

版本

宋刊本

周学海互校影印本

清武英殿聚珍本

小儿药证真诀

小儿药证直诀类证释义

小儿药证直诀译注

小儿药证真诀

小儿药证直诀

清·康熙陈世杰起秀堂影宋刻本

小儿药证直诀筏正

出版社

-
-
-

商务印书馆

贵州人民出版社

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年代

宋

清

清

民国 28 年

1984

1986

1991

1998

2000

2020

原文记载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陈皮（剉）、甘草各等分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陈皮（剉）、甘草各等分

人参、茯苓、白术、甘草（炒）、陈皮各等分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甘草（炒）、陈橘皮各等分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陈皮（剉）、甘草各等分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陈皮（锉）、甘草各等分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陈皮（剉）、甘草各等分。炒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陈皮（剉）、甘草（炙）各等分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陈皮（锉）、甘草各等分。炒

人参（切去顶）、茯苓（去皮）、白术、陈皮（锉）、甘草各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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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异 功 散 中 人 参 基 原 选 用 五 加 科 植 物 人 参 P. 

ginseng。

2.1.2　人参炮制方法     《小儿药证直诀》对异功散

中人参的炮制要求是“切去顶”，人参的顶端根茎习

称“芦头”［28］，参考该书中对人参的炮制，相应的还

有“去芦头”“切去芦”“去芦头切”。人参去芦头始

载于雷斅的在梳理《雷公炮炙论》［29］，明确人参净制

方法为“去四边芦头并黑者”，意思就是人参要去芦

头及发黑部分。宋代《太平圣惠方》［30］、《太平惠民

和剂局方》［31］、《证类本草》等均有人参去芦头的记

载。《证类本草》、《古今医统大全》［32］、《仁术便缆》［33］

和《本草求真》［34］等医书认为人参芦头有催吐的不

良反应，应当去除。综上所述，从遵从古方的原则

考虑，建议人参除去芦头，可按照 1988 年版《全国中

药炮制规范》［35］人参项下生晒参进行炮制，即“取原

药材，除去芦头，润透，切薄片，干燥，或捣碎”。

2.2　茯苓     

2.2.1　茯苓品种选择     茯苓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品。《本草经集注》陶弘景谓：“大者如三四升

器，外皮黑而细皱，内坚白”。《新修本草》［36］记载：

“自然成者，大如三、四升器，外皮黑细皱，内坚白，

形如鸟兽龟鳖者，良。又复时燥则不水”。《图经本

草》载：“出太松下，附根而生，无苗、叶、花、实，作块

如拳在土底，大者至数斤，有赤白二种”。明代《本

草蒙筌》［37］载：“小如鹅卵，大若匏瓜。犹类龟鳖人

形，并尚沉重结实。四五斤一块者愈佳”。清代《植

物名实图考》对茯苓有更为详细的描述：“附松根而

生，今以滇产为上。岁贡仅二枚，重二十馀斤。皮

润细，作水波纹，极坚实。他处皆以松截断，埋于山

中，经三载，木腐而茯成，皮糙黑而质松，用之无

力”。上述本草描述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记载：

“外皮薄而粗糙……有的中间抱有松根”基本一致，

且历代本草所载茯苓附图也极为相似，故茯苓古今

药用品种相同，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 的

干燥菌核［38］。综上所述，建议异功散中茯苓基原选

用茯苓 P. cocos，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致。

2.2.2　茯苓炮制方法     《小儿药证直诀》中异功散

对茯苓的炮制要求是“去皮”。对茯苓去皮的炮制

方式最早出现于《雷公炮炙论》［39］：“凡采得后，去

皮、心、神，了，捣令稍浸后烤软细，于水盆中搅令

浑，浮者去之，是茯苓筋”。宋代《产育宝庆集》［40］亦

有：“去黑皮，去毛”。《外台秘要》［41］记载：“去黑皮，

擎破如枣大，清水液，经一日一夜再易水出，于日中

暴干，为末”。去黑皮、浸泡的炮制方式与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中“取茯苓个，浸泡，洗净，润后稍蒸，及

时削去外皮，切制成块或切厚片，晒干”的描述基本

一致，故异功散中茯苓的炮制可按此法。

2.3　白术     白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为脾脏补气健脾第一要药。《本草经集注》载：“术有

两种，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对于白

术叶的描述与今白术中部叶片羽状全裂的形态特

征一致。北宋《本草图经》记载：“春生苗，青色无

桠。茎作蒿秆状，青赤色，长三、二尺以来；夏开花，

紫碧色，亦似刺蓟花，或有黄白花者；入伏后结子，

至秋而苗枯；根似姜，而旁有细根，皮黑，心黄白色，

中有膏液紫色。”然而，《本草经集注》与《本草经图》

描述的白术形态特征有所区别，且宋代白术品种来

源混乱，到明代才基本确定白术品种［42］。宋代《证

类本草》载：“生郑山山谷、汉中、南郑。二月、三月、

八月、九月采根，曝干”。从《本草图经》中白术的形

态产地描述及《证类本草》所附图来看，较接近今之

白术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李时珍描述：“嫩

苗可茹，叶稍大而有毛。根如指大，状如鼓槌，亦有

大如拳者”［43］。对照《中国植物志》载：“多年生草

本，高 20-60 厘米，根状茎结节状。茎直立，通常自

中下部长分枝，全部光滑无毛……瘦果倒圆锥状，

长 7.5 毫米，被顺向顺伏的稠密白色的长直毛。冠

毛刚毛羽毛状，污白色，长 1.5 厘米，基部结合成环

状。花果期 8-10 月”，认为宋代所使用的术应为白

术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而宋代以前

即《本 草 经 集 注》所 载 的 术 为 苍 术 Atractylodis 

Rhizoma［44］。《小儿药证直诀》成书于宋代，故认为异

功散之白术应为菊科植物白术 A. macrocephala 的

干燥根茎，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致。

2.4　甘草     甘草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素有“国老”之称。《本草经集注》谓：“今出蜀汉中，

悉从汶山诸地中来，赤皮断理，看之坚实者，是抱罕

草，最佳。抱罕乃西羌地名。”《新修本草》记载：“生

河西川谷积沙山及上郡。二月、八月除日采根，曝

干，十日成。”《本草图经》记载：“今陕西、河东州郡

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一二尺，叶如槐叶，七月开紫

花似柰冬，结实做角子如毕豆。根长者三四尺，粗

细不定，皮赤色，上有横梁，粱下皆细根也。”《本草

衍义》［45］载：“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

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子如小扁豆，齿啮不破。”

查阅历代本草所附甘草图例，将其与现今的《全国

中草药汇编》和《中国植物志》中多来源甘草的性状

描述对比，可以排除光果甘草、粗毛甘草、无腺毛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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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46］。依据《本草衍义》所叙“叶端有白毛”推知历

史 上 所 使 用 的 甘 草 应 为 现 今 的 乌 拉 尔 甘 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排除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

载的光果甘草 G. glabra. 和胀果甘草 G. inflata。因

此 ，建 议 异 功 散 中 甘 草 基 原 选 用 乌 拉 尔 甘 草

G. uralensis。

2.5　陈皮     

2.5.1　陈皮品种选择     陈皮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名为“橘柚”“一名橘皮。生山谷”。《名医别录》也以

“橘柚”之名记载，可见初期古人对其用药存在橘柚

不分的状态。唐代《新修本草》虽也以“橘柚”为名

记载，但对橘和柚开始进行了性味的区分，“柚皮

浓，味甘，不如橘皮味辛而苦，其味亦如橘，有甘有

酸，酸者名胡甘”。同时，《新修本草》也对橘皮进行

了详细的描述：“一名橘皮。生南山川谷，生江南，

十月采。此是说其皮功耳，以东橘为好，西江亦有

而不如。其皮小冷，疗气乃言欲胜东橘，北人亦用

之。以陈者为良。其肉味甘、酸，食之多痰，恐非益

人也”，由此可见唐朝开始有了陈皮的概念。宋代

《本草图经》载：“桔、柚，生南山川谷及江南，今江

浙、荆襄、湖岭皆有之。木高一、二丈，叶与枳无辨，

刺出于茎间。夏初生白花，六月、七月而成实，至冬

而黄熟，乃可啖”，此描述与今天芸香科橘极为相

似。宋代《本草衍义》记载：“乳柑子，今人多作橘皮

售于人，不可不择也。柑皮不甚苦，橘皮极苦，至熟

亦苦。若以皮紧慢分别橘与柑，又缘方宜各不同，

亦互有紧慢者。脾肾冷人，食其肉多致脏寒或泄

痢”，对橘皮和柑皮做出了区分。上述本草专著对

陈皮的描述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致，故异功散

所用陈皮应为芸香科植物橘 Citrus reticulata 及其栽

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

2.5.2　陈皮炮制方法     《小儿药证直诀》对陈皮的炮

制方法要求为“剉”或“锉”，剉属于炮制中的切

制［47-48］。“剉”在《说文解字》［49］中也载为“锉”，故“锉”

和“剉”同义，意为用锉刀将物料磨碎；《古典医籍千

字释》［50］剉为斩截，切碎之意；《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

本）》［51］剉作名词是一种手工切削工具，作动词是用

锉进行切削的动作；《实用中医词典》［52］释剉为药物

炮制方法之一，即将药物以锉剉细；同时磨削金属或

竹木的钢制工具，通常叫“锉刀”［53］。陈皮的历代切

制大多为“细切”和“剉”，宋《博济方》［54］记载：“细

切”；《小儿药证直诀》有载：“去白膜，重细挫”；《传信

适用方》［55］：“去白，切作条子”；《类编朱氏集验医

方》［56］：“剉大块”。明朝《鸡峰普济方》［57］：“剉碎”；

《寿世保元》［58］：“切丝”。由此可见，历代陈皮切制大

致为用刀切细碎，以便成分充分煎出。而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要求“除去杂质，喷淋水，润透，切丝，干

燥”，与古法切制差异不大。综上所述，陈皮的古今

炮制虽然描述有所不同，但基本为切成细丝或切碎

至一定程度。出于便利性考虑，异功散中陈皮亦可

按照 2020 年版《中国药典》的方式进行炮制，切丝

即可。

2.6　生姜     姜作为药用首先出现于《神农本草经》，

仅干姜记载。《名医别录》开始出现生姜，“生犍为及

荆州、扬州。九月采”。《本草图经》记载：“苗高二、

三尺；叶似箭竹叶而长，两两相对；苗青根黄；无花

实。秋采根，于长流水洗过，日晒为干姜。”《本草纲

目》载：“初生嫩者其尖微紫，名紫姜，或作子姜”；
“四月取母姜种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芦，而叶稍

阔似竹叶，对生，叶亦辛香。秋社前后新芽顿长，如

列指状”。《证类本草》对生姜的描述与《本草图经》

一致。《本草图经》《证类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所

附图与《中国植物志》极为相似［59］，表明古今生姜原

植物品种相同，为姜科植物姜 Zingiber officinale 的

新鲜根茎，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致。因此，异

功散生姜品种基原应为姜 Z. officinale。

2.7　大枣     大枣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能“和百药”。《名医别录》记载：“一名干枣，一名美

栆，一名良栆。八月采，曝干，生河东。”《本草经集

注》描述了 4 种产地的大枣：“旧云河东猗氏县枣特

异，今青州出者，形大，核细，多膏，甚甜。郁州互市

亦得之，而郁州者亦好，小不及尔。江东临沂金城

枣，形大而虚，少脂，好者亦可用。南枣大恶，殆不

堪啖。”宋代《本草图经》载：“大枣，干枣也。生枣并

生河东，今近北州郡皆有，而青、晋、绛州者特佳。

江南出者，坚燥少脂。”可见古代大枣用药来源颇

多，并未做到统一。钱锦秀等［60］在大枣的历史考证

中对比《神农本草经》和《中国植物志》的文字描述

及附图，认为宋代入药的大枣基原应为中鼠李科枣

属枣（原变种）Ziziphus jujuba var. jujuba 及无刺枣

（变种）Z. jujuba var. Inemmis。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办公室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和规划财务司

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发布《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

（25 首方剂）》中，涉及大枣的 6 首方剂中，大枣的品

种基原为鼠李科植物枣 Z. jujuba 的干燥成熟果实，

与 2022 年版《中国药典》一致。考虑到资源问题，且

古今枣的基原变动对该处方不会有明显影响，因此

建议异功散中大枣的基原品种为鼠李科植物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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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jujuba。

原方对白术、甘草、生姜、大枣均未有具体炮制

说明，建议按照 2020年版《中国药典》方法进行炮制，

即白术除去杂质，洗净，切厚片，干燥；甘草除去杂

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生姜除去杂质，洗净，

用时切厚片；大枣除去杂质，洗净，晒干，用时破开或

去核。

3 处方换算剂量

异功散处方中记载“人参（切去顶）、茯苓（去

皮）、白术、甘草、陈皮各等分，每服二钱，生姜五片，

栆两个”，其中涉及剂量折算的单位有“钱”“片”

“个”，未对每味药用量有具体记载，只交代了每服

用量二钱。

该方中主要涉及的剂量单位是钱，唐代以后正

式确定十钱为一两，至此“十钱为两”之制逐渐行

用［61］。 经 多 方 学 者 考 证 ，认 为 宋 代 一 两 约 为

41.3 g［62-64］，即一钱应为 4.13 g。故《小儿药证直诀》

对异功散“每服二钱”的注释，推测异功散每服用量

应为 8.26 g，而“人参、茯苓、白术、甘草、陈皮各等

分”又可推知，每服人参、茯苓、白术、甘草、陈皮的

剂量应各为 1.652 g。

历代医书对生姜每片质量并无具体的规定，

《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生姜应当厚切（即每片 2~

4 mm），使用量为 3~10 g。多位学者通过实际测量，

生姜一片约为 1~3 g［65-66］。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

布的《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25 首方剂）》（以下

简称《关键信息》）［67］方剂中每片生姜质量明确为

1 g，考虑到与以往国家发布信息的一致，故异功散

“生姜五片”折算为 5 g。异功散大枣用量在不同医

书中有所不同，明确的用量为 1~2 枚，而大部分未表

明用量。古代方剂中大枣剂量的剂量标示多样，高

晓山等［68］对历代医药著作中大枣剂量标示形式做

了统计，发现大部分是以数量（个）标示，并对 7 种市

售大枣做了称量，每枚质量在 0.3~6.6 g 范围。参考

《关键信息》其他处方中大枣折算 1 枚为 3 g，考虑到

与以往国家发布信息的一致，故将异功散每服“栆

两个”折算为 6 g。

综 上 所 述 ，处 方 药 味 每 服 用 量 应 为 人 参

1.652 g、茯苓 1.652 g、白术 1.652 g、甘草 1.652 g、陈

皮 1.652 g、生姜 5 g、大枣 6 g。若按日服 3 次折算，

每日服用总量为 57.78 g，人参 4.956 g、茯苓 4.956 g、

白术 4.956 g、甘草 4.956 g、陈皮 4.956 g、生姜 15 g、

大枣 18 g。

4 制法和用法考证

《目录》记载异功散制法为“右为细末”，用法为

“水一盏，生姜五片，栆两个，同煎七分，食前，温

服”。笔者将对异功散制备的粉碎粒度、加水量、煎

煮时间及是否去滓等关键信息进行逐一考证。

4.1　煮散制法考证     煮散是《小儿药证直诀》常用

的内服散剂［69］，将原药材或饮片制成粗粉，经过煎

煮获取药液服用的剂型为即为煮散［70］。煮散一词

始见于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在宋代运用达到鼎

盛，煮散有去渣服或连渣服 2 种形式［71］。多位学者

将煮散与中药饮片汤剂进行对比，发现煮散有效成

分煎出量和干膏率均高于饮片，煮散能节省 1/3 饮

片量且两者药效学无显著差异［72-74］。因此，煮散具

有服药量少、节省药材、制剂方便、调配灵活、应用

广泛的优点，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煮散不同于饮片汤剂，因其原药材加工较细，

有利于有效成分的充分煎出，所以其一般用量较

小，这与剂量换算结果一致。《小儿药证直诀》中异

功散记载“为细末”，此书中煮散多为“细末”，主要

原因是小儿用药粒度小利于服用［75］。药材的粉碎

粒度是煮散制备和开发的关键步骤，然而目前在经

典名方的开发中，煮散细末的粒度标准并未明确统

一。邢丹等［76］认为“细末”相当于 2020 年版《中国药

典》收载规格中的中粉，过四号筛（65 目）；焦其树

等［77］认为细末应当为细粉，过五号筛（80 目）。然

而，不同古籍对异功散粉碎程度有“末”“粗散”“剉

散”，但多数未表明粉碎程度。一般来说，粉末过粗

不利于成分的充分煎出，粉末粒度过小煎煮容易糊

化或过滤困难［78］，建议“细末”选择“50~80 目”进行

实验考察，以确定异功散粉碎的最佳粒度。

4.2　用法考证     对于本方中“水一盏”中盏的容量

存在争议，各学者对其定量各有不同。宋代《太平

圣惠方》云：“凡煮汤，云用水一大盏者，约一升也；
一中盏者，约五合也；一小盏者，约三合也。务从简

易，庶免参差”。盏创于宋代并广泛使用，尤其是

“大盏”普遍用于计量煎药所用水量［79］。对于“盏”

的古今换算，丘光明等［63］认为“一大盏”“中盏”溶积

分别为 200 mL 和 100 mL，苑祯等［80］认为“一大盏”

“一中盏”容积为 702 mL 和 350 mL。在《关键信息》

中明确一盏为 300 mL，如宋代《当归饮子》水一盏半

为 450 mL；金代《羌活胜湿汤》水二盏为 600 mL；如
同样出自《小儿药证直》的《泻白散》，二小盏为

300 mL。故根据《关键信息》中换算，认为异功散加

水量可参考同时期《当归饮子》一盏应为 3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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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药煎煮一般将饮片直接浸泡 30 min 后

武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煎一定时间，煎煮次数为

2 次。而《小儿药证直诀》对煎煮时间没有明确的规

范，如书中对异功散的煎煮要求为“同煎七分”，张

小会等［81］认为用一盏的七八分来衡量煎煮程度便

于把稳煎药量并符合常规用药习惯。综上分析，煎

七分为煎煮后量具的 70%，故建议异功散煎至一盏

的七分，即 210 mL。《小儿药证直》未说明去渣与否，

但《脾胃论》《祖剂》《张氏医通》中异功散记载“去

滓”；考虑到小儿服药的舒适性，建议异功散煮散采

取去滓取汁服用的方式。脾胃虚弱患者适宜食前

服用，以促进药物的吸收［82］，这与原文服药时间为

“食前，温热服”描述一致。

综上所述，建议异功散制法为取“50~80 目”混

散，加生姜 5 g、大栆 6 g，加水 300 mL，煎取 210 mL，

去滓，食前温热服用。

5 功能与应用

5.1　传统功能主治     处方原文描述为“温中和气，

治吐泻不思饮食，凡治小儿虚冷病证，先以数服以

正其气”，通常用于脾虚气滞所致的肠胃疾病。查

阅异功散相关医籍，整理历代异功散功效主治见

表 3，由此可见历代异功散功能主治为治脾胃虚寒

气滞之小儿吐泻不思饮食。经后世的临床应用及

临证加减，异功散功能主治也有所拓展。《医宗金

鉴·外科心法要诀》［83］中收载异功散加减法“归芍异

功汤”，即异功散加当归身、白芍和灯心，主治舌疳、

舌菌兼有便溏者。清·叶天士《增补临证指南医

案》［84］中亦收载归芪异功散和香砂异功散。

5.2　现代临床与药理研究     以异功散为关键词在

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 183 条文献。搜集到临床研

究相关文献共 143 篇，其中只有 6 篇运用异功散原

方，与其他中药制剂或西药联用 44 篇，其余为异功

散加减方。由此可见，现代应用异功散多用加减

方。统计知网异功散临床研究文献，小儿厌食症共

26 篇，消化道炎症 20 篇，腹泻 11 篇，皮肤病 8 篇，肝

病（乙肝）6 篇。小儿厌食症是异功散的主治病症，

并经过临床试验证实有较好的疗效［85］。

现今应用加味异功散主要有归芍异功散、柴芍

异功散、四逆异功散等，归芍异功散在用来治乙肝

性肝炎较为常用［86-88］。此外，现代临床使用异功散

多用党参代替人参，所查阅的异功散临床文献使用

党参 80 篇，占比 71.4%；使用人参文献 20 篇，占比

17.9%；使用太子参 12 篇，占比 10.7%。党参与人参

均为补气要药，常用于补气健脾治脾胃虚弱，因此

临床上两者常作替换［89-91］。人参大补元气挽救虚

脱，为峻烈之剂；党参与人参功效相似，但效力不及

人参，为平补和缓之剂，对小儿或体弱气虚者尤为

适用［92］。另有学者对不同君药四君子汤防辐射损

伤进行研究，验证了党参代替人参作为君药的可行

性，然而相同配比下人参作为君药抗辐射药效优于

党参［93］。因此，异功散中党参代替人参作为君药使

用属于经典名方组方衍变范畴，但人参为主药是历

代医家最为广泛流传的。

药理学研究表明，异功散可以调节炎症和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导致的铁分布异常，可用于治疗和

预防贫血［94-95］；异功散还可抑制脂多糖（LPS）诱导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
白细胞介素-6（IL-6），在韩国用于治疗炎症［96］；另有

研究报道异功散可有效减轻葡聚糖硫酸钠（DSS）诱
导的小鼠结肠炎的临床症状［97］。

6 结论和展望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古代医籍及现代文献，考证

异功散历史沿革、药材基原与炮制、剂量换算、制法

与用法、临床应用 5 个方面情况最终确定了异功散

关键信息表，验证了国家发布的“关键信息”的合理

性，提供了详实的考证过程和内容。见表 4。

儿科经典名方异功散是由四君子汤加陈皮而

来，但又区别于四君子汤。四君子汤补脾气，加陈

皮可以行气，使补而不滞，温而不燥，加姜枣同煎，

则能温调脾胃，以治虚冷吐泻不思饮食等症［98］。《小

儿药证直诀筏正》［99］载“此补脾而能流动不滞，陈皮

一味，果有异功”，认为四君子汤呆笨不灵，加入陈

表 3　历代医籍所载异功散功能主治

Table 3　 Functions and indications of Yigongsan in medical 

records from previous dynasties

来源

《小儿药证直诀》

《脾胃论》

《医方论》

《保婴撮要》

《祖剂》

《婴童百问》

《医学心悟》

《景岳全书》

《张氏医通》

《医方集解》

《幼幼集成》

作者及朝代

钱乙·宋

李杲·金元

费伯雄·明

薛凯·明

施沛·明

鲁伯嗣·明

程钟龄·清

张景岳·明

张璐·清

汪昂·清

陈复正·清

功效主治

温中和气，治吐泻不思食

治脾胃虚冷，腹鸣，腹痛，不思饮食

理气

治吐泻不食，脾胃虚冷

治小儿吐泻

治吐泻不思饮食

治虚劳咳嗽

治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呕吐

治肺胃气虚，稀痰喘咳

调理脾胃

治脾胃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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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变得灵活起来。方中人参大补元气，健脾养胃，

为君药；白术，燥湿健脾，助君行气，为臣药；茯苓渗

湿健脾，为佐药；陈皮行气健脾，炙甘草调和诸药，

五药共健脾益气，行气化滞，补而不滞，广泛应用于

脾胃气虚兼有气滞证，是调理脾胃气虚的基础方。

通过现今医家的临证加减，党参、太子参、黄芪等也

常被作为异功散的君药，虽组方有所改变，但其方

义仍是温中补脾。党参异功散作为重要的衍变组

方之一，后续可通过实验验证组方衍变的合理性。

异功散作为调理脾胃的基础方，单用可调理脾

胃气虚引起的诸多疾病，临床上与其他中西药合用

能使疗效增强。有临床研究发现，加味归芍异功散

联合西药四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胃炎，与单

用四联疗法幽门螺杆菌根除总有效率 80% 相比，联

合异功散的总有效率可高达 100%，联用异功散疗

效明显优于单用四联疗法［100］。由此可以看出，异功

散疗效切确，可灵活组方，治愈率高等特点，具有很

大的研发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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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异功散关键信息考证

Table 4　Key information of Yigongsan

原方基本信息

出处

    《 小

儿药证

直 诀 》

（宋·钱

乙）

处方、制法及用法

    人参（ 切去顶 ）、

茯苓（去皮）、白术、

陈 皮（ 剉 ）、甘 草

（炙）各等分。右为

细末，每服二钱，水

一盏，生姜五片，枣

两个，同煎至七分，

食前，温服，量多少

与之

现代对应情况

药味

人参

茯苓

白术

陈皮

甘草

生姜

大枣

基原及用药部位

五加科植物人参 Panax ginseng 的干燥根

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的干燥菌核

菊科植物白术 A. macrocephala 的干燥根茎

    芸香科植物橘 C. reticulata 及其栽培变种的

干燥成熟果皮

豆科植物甘草 G. uralensis的干燥根和根茎

姜科植物姜 Zingiber officinale的新鲜根茎

鼠李科植物枣 Ziziphus jujuba 的干燥成熟果实

炮制规格

生品（切去顶）
生品

生品

生品

生品

生品

生品

折算剂量/g

1.652

1.652

1.652

1.652

1.652

5

6

用法用量

    上 药 粉 碎

为细末，每服

19.26 g，加水

300 mL，煮

取 210 mL，

去滓温服

功能主治

    功效：温

中和气

    主治：治

吐泻，不思

乳 食 。 小

儿厌食症。

凡 小 儿 虚

冷病，先与

数服，以助

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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