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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泽泻汤的历史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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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泽泻汤出自汉代张仲景 《金匮要略》，为治疗支饮冒眩的经典名方，被收录于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

一批）》 中。通过梳理经典名方泽泻汤历代文献，系统考证其处方来源、组方特点、功能主治等的历史沿革和研究

现状。结果发现，泽泻汤原方功效主治历代变化不大，多用于心下支饮、苦眩冒等证。历代医籍中记载了大量泽泻

汤同名方和加减方，其加减方主治病机多围绕水湿内停等，涉及多种疾病的治疗，如痰饮、妇科、呕吐、霍乱等。

现代泽泻汤在古代应用基础上有所拓展，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眩晕、脑血管供血不足等疾病时有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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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exietang, derived from the Essentials from the Golden Cabinet by ZHANG Zhong-jing of the Han 

Dynasty, is a class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thoracic fluid retention and vertigo. Zexietang is listed in the 

Catalogue of Ancient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the First Bat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origin, composition, and indications of Zexietang by sorting out ancient medical books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y of the original prescription of Zexietang did not changed much 

over the past dynasties, and mostly for the syndromes such as thoracic fluid retention in epigastrium and dizziness. Multiple 

prescriptions with the same name and modified prescriptions of Zexietang were recorded in the medical books of past 

dynasties. The modified prescriptions mainly treated the pathogenesis of water dampness and internal retention, involving 

various diseases such as phlegm-fluid retention, gynecology, vomiting, and cholera. The modern Zexietang was improved 

based on the ancient application, which had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vertigo, 

cerebral vascular insufficiency, and othe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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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泻汤出自汉代张仲景 （公元 150—154 年至公

元 215—219 年） 所撰 《金匮要略》，为治疗支饮冒

眩的经典名方，被收录于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

一批）》 [1]。泽泻汤药味简单，仅包含泽泻和白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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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药，这 2 味药现代也常被作为药对进行研究。研

究表明，该方具有利尿、调血脂、降血压、抗动脉

粥样硬化、改善代谢、抗氧化、抗炎等作用，对治

疗高血压、高血脂症、眩晕、颈椎病、脑血管供血

不足等疾病皆有疗效[2]。2020 年 9 月 28 日，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 《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

求》，将古代经典名方复方制剂按照中药新药进行注

册分类管理，明确提出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

中药复方制剂在药物基原、炮制、剂量、煎煮方法

等关键信息上应与国家发布的信息一致[3]。关键信息

考证成为推进经典名方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评政策

落地的关键环节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

文拟通过整理和分析泽泻汤的历代记载情况和现代

研究进展，确定其关键信息，为泽泻汤的现代开发

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

选择国医典藏中医古籍数据库 （V2. 0）、中医古

籍知识库和 《中华医典》 中医古籍数据库，以“泽

泻”“泽泻汤”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排除与泽泻

汤无关的条目，共纳入相关条文 180 条。其中，有明

确药物组成记载的条文共有 140 条，涉及 77 本医籍，

其中汉代 1 本、唐代 2 本、宋代 10 本、金代 2 本、元

代3本、明代14本、清代44本、民国时期 1本。

按照组成不同，上述 140 条条文可归纳为 3 类：

1） 原方，即药物组成与 《金匮要略》 中泽泻汤药味

组成一致，共 46 条；2） 同名异药方，即与泽泻汤方

名相同而药物组成不同的方剂，共 36 条；3） 加减

方，因泽泻汤药味简单，加减变化较多，故仅纳入药

物变化在 6 味之内的方剂，即药物组成中包含泽泻、

白术且总药味数在 8味以内的方剂，共 58条。

2　方名与出处

泽泻汤出自汉代张仲景的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

病脉证并治第十二》，原文记载：“心下有支饮，其

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泽泻五两，白术二两，上

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4]46。考其

源流，应为 《黄帝内经》 十三方之一的泽泻饮减去

麋衔化裁而来，泽泻饮主要治疗因喝酒导致生湿的

酒 风 病 ， 两 方 一 脉 相 承[5]。 散 剂 泽 泻 散 出 自 明 代

《普 济 方》， 主 治 水 肿[6]2564； 饮 剂 泽 泻 饮 出 自 明 代

《医学原理》 [7]，主治水饮 （表 1）。

同时，历代医籍中存在着大量泽泻汤的同名异

药方和加减方。同名异药方以宋代大型官修方书

《圣济总录》 [8]和明代 《普济方》 [6]中最多，分别为

10 首和 16 首。同名异药方可以分为 2 类，一类是含

泽泻、白术的加减方，另一类是仅含泽泻的方剂。

同名异药方和加减方的典型方剂见表 2。可以看出，

泽泻汤的同名异药方和加减方皆有祛除湿热、利水

逐饮等作用。

3　处方组成衍变

泽泻汤原方的 46 处记载中，仅白术的描述略有

差异。在宋代 《本草图经》 [16]86、《重修政和经史证类

备用本草》 [17]，清代 《类聚方》 [18]、《古方分量考》 [19]

中将白术记载为术，其余均记载为白术。

术最早见于 《尔雅》，至南北朝陶弘景才在 《本

草经集注》 [20]中首次将术分为赤、白 2 种。宋代推

崇白术，北宋 《本草图经》 记载：“凡古方云术者，

乃白术也，非谓今之术矣”[16]75。宋人重校前人古籍

时将术统一修订为白术，且沿用至今。同时参考泽

泻汤功效，认为泽泻汤中术应为白术[21-22]。据考证，

白术的古代主流基原为 菊 科 植 物 白 术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的干燥根茎[23]。

泽泻首载于 《神农本草经》 [24]。据考证，泽泻的

古代主流基原为东方泽泻 Alisma orientale （Sam.）  

Juzep. 或泽泻Alisma plantago-aquatica Linn. ，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中泽泻基原一致[25]。

因此，建议方中泽泻采用东方泽泻或泽泻，药用部位

为干燥块茎。

《金匮要略》 中没有记载泽泻、白术的炮制方法，

后世医籍也几乎未涉及，仅清代 《不知医必要》 [26]中

表1　泽泻汤、泽泻散、泽泻饮的比较

方剂

泽泻汤

泽泻散

泽泻饮

出处

《金匮要略》 [4]46

《普济方》 [6]2564

《医学原理》 [7]

方剂组成

泽泻五两、白术二两

白术、泽泻各等分

白术 （苦辛温，五钱）、泽泻
（甘咸寒，二钱）

煎服法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上为细末，煎服，或为丸，煎茯苓汤下之

水煎，温服

主治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

水肿

治中气亏败，不能舒布水液，以
致停蓄心中不散，方书谓之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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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泽泻用“盐水炒”入药。自清代炮制理论发展以

来，医家认为盐因咸味而沉降，可入肾滋阴，有泻

热、增强利水的功效，故形成了现在盐泽泻的炮制工

艺[25]。对于泽泻汤，原文未明确炮制方法，建议泽泻

和白术生用。

4　药物剂量衍变

在 46 处泽泻汤原方记载中，有完整剂量记载的

有 42处，与 《金匮要略》 中剂量一致的有 32处。

4. 1　历代剂量衍变

《金匮要略》 泽泻、白术的比例为 5∶2，后世部

分医籍虽剂量不尽相同，但仍遵循该剂量比，如

《景岳全书》 等；此外，明代至民国时期也有部分医

籍中记载了不同的剂量比，见表 3。从原文记载的度

量衡尺度和整体剂量来看，整个方剂的剂量在不断减

小，汉唐时期每味药的计量单位为“两”，至明清则

逐渐转变为“钱”。

4. 2　古今剂量折算

现代研究对仲景方的剂量折算大体观点分为 2
类：1） 据考证，东汉秤一斤为220 g，一两为13. 8 g，

故将经方一两的量值确定为 13. 8 g[34]。2） 根据明代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记载的“古之一两，今用一

钱”[35]53，认为东汉时期的一两即为明代的一钱。而

明清时期的度量衡研究较为清晰，明代的一钱约折

合现在的 3. 73 g，清代也沿用其标准。1977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 37 号文件，将中医处方原用

的十六两为一斤的旧制，改为用法定计量单位，并

规定一两等于 30 g，一钱等于 3 g，尾数不计[36]，故

仲景古方之一两约为现代的 3 g。现代教材及临床

表2　泽泻汤同名异药方及加减方在历代医籍中的记载

类别

同名异
药方

加减方

细类

含泽泻、白
术的加减方

仅含泽泻的
方剂

方名

泽泻汤

泽泻汤

泽泻汤

泽泻汤

泽泻汤

泽泻汤

五苓散

茯苓泽泻汤

白玉汤

延年泽泻汤

出处

《全生指迷方》 [9]

《圣济总录》 [8]527

《普济方》 [6]3629

《幼幼新书》 [10]

《张氏医通》 [11]

《产科发蒙》 [12]

《伤寒论》 [13]

《金匮要略》 [4]66

《备急千金要方》 [14]

《外台秘要》 [15]648

方剂组成

泽泻半两，白术、防风各二两，石膏 （研）、赤茯苓
各一两

泽泻、前胡 （去芦头）、白术、赤茯苓 （去黑皮）、甘
草 （炙）、人参、半夏 （汤洗七度，切作片，以生姜
汁浸，焙干，炒） 各一两，槟榔 （锉）、陈橘皮 （汤
浸，去白，焙） 各三分，枳壳 （去瓤麸炒） 半两

泽泻、茯苓各二两，牡蛎 （煅）、白术各一两，生姜
半斤

泽泻、升麻、知母、柴胡、栀子仁、芍药各八分，决
明子五分，枳壳 （炙） 四分，竹叶 （切） 一升，杏仁

（去皮尖）、寒水石 （碎） 各六分

泽泻、半夏、柴胡、生姜各三钱，桂心、甘草 （炙）
各一钱，茯苓、人参各二钱，地骨皮五钱，石膏八
钱，竹叶一把，莼心五钱

泽泻、木通、茯苓、枳壳、桑白皮、槟榔、葵子、瞿
麦等分

猪苓 （去皮） 十八铢，泽泻一两六铢，白术十八铢，
茯苓十八铢，桂 （去皮） 半两

茯苓半斤、泽泻四两、甘草二两、桂枝二两、白术三
两、生姜四两

白玉一两半，白术、当归各五两，泽泻、苁蓉各二两

泽泻、茯苓各二两，牡蛎 （熬）、白术各一两，生姜
半升

主治

治身热汗出、烦满不为汗
解，由太阳之经先受风邪，
与热相搏，肾气厥则烦满，
谓之风厥

治 风 痰 壅 滞 、 胸 膈 不 利 、
头目昏眩、不思饮食

治大虚烦躁、止汗治气

治小儿眼赤痛、有脓壮热，
已服汤自下不消

治上焦饮食下胃、胃气未
定、面背身中皆热，名曰
漏气

治妊娠小便不利

主治膀胱气化不利之蓄水证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

治妇人阴阳过度、玉门疼
痛、小便不通方

疗大虚烦躁、止汗治气方

表3　不同历史时期泽泻汤各药剂量变化

历史时期

汉代

明代

清代

民国时期

出处

《金匮要略》 [4]46

《普济方》 [6]1951

《景岳全书》 [27]

《医学原理》 [7]

《赤水玄珠》 [28]

《医宗必读》 [29]

《本草易读》 [30]

《不知医必要》 [26]

《古今医统大全》 [31]

《医学三字经》 [32]

《古方分量考》 [19]

《经方实验录》 [33]

剂量

泽泻五两、白术二两

泽泻三两、白术二两

泽泻五钱、白术二钱

泽泻五钱、白术二钱

泽泻五钱、白术二钱

泽泻二两半、白术一两

泽泻五两、白术四两

泽泻四钱、白术二钱

泽泻五钱、白术二钱

泽泻五钱、白术二钱

泽泻二钱半、术一钱

泽泻一两三钱、生白术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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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中，汉方中的一两多折算为今之 3 g[37-38]。

参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

发布的 《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 （7 首方剂）》 [39]

中汉代方剂的处理原则，建议泽泻汤的剂量为泽泻

69. 0 g、白术 27. 6 g。同时，在保证原方比例不变的

情况下，建议结合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日服用量。

5　功能主治衍变

汉代张仲景在 《金匮要略》 中没有论述泽泻汤

的功效。宋代苏颂 《本草图经》 论述泽泻汤可“行

利停水”[16]86。清代陈修园 《金匮方歌括》 记载该方

可“补脾制水”[40]。

关于泽泻汤的主治，在49处泽泻汤原方的记载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为“支饮”（39 次） 和“冒眩”（38
次）。历代多数古籍记载文字虽有差异，但含义基本与

《金匮要略》 原文相同，皆为“饮停心下，常苦眩冒，

或胸中痞结，坚大如盘，下则小便不利”等证。

历代医家多认为 《金匮要略》 泽泻汤重用泽泻

利水除饮以下走，白术健脾燥湿。例如，《金匮要略

心典》 记载：“水饮之邪，上乘清阳之位，则为冒眩。

冒者，昏冒而神不清，如有物冒蔽之也；眩者，目眩

转而乍见玄黑也。泽泻泻水气，白术补土气以胜水

也”[41]。《金匮要略直解》 记载：“ 《内经》 曰：‘清

阳出上窍’，支饮留于心膈，则上焦之气浊而不清，

清阳不能走于头目，故其人苦冒眩也。白术之甘苦以

补脾，则痰不生，泽泻之甘咸以入肾，则水不蓄，小

剂以治支饮之轻者”[42]。《高注金匮要略》 记载：“泽

泻利水而决之于沟渠，白术培土而防之于堤岸”[43]。

《金匮要略方义》 记载：“此方所治之冒眩，乃水饮停

于中焦，浊阴上冒，清阳被遏所致。治当利湿化饮，

健脾和中。本方泽泻白术两药相伍，一者重在祛湿，

使已停之饮从小便而去；一者重在健脾，使水湿既化

而不复聚”[44]。

泽泻汤既是经方，又是药对，历代医籍中存在大

量的加减方，说明历代医家对经方的灵活应用。对纳

入的 36 首泽泻汤加减方进行分析发现，其主治病机

基本围绕水湿内停等，但扩宽到多种疾病的治疗。1）
治疗痰饮类疾病：同为经方的五苓散，在泽泻汤的

基础上，加猪苓、茯苓和桂枝，可治疗膀胱气化不

利之蓄水证[13]；枳壳散加枳壳、前胡和防己，主治支

饮、头痛目眩、心下痞满[45]；白术泽泻汤加半夏、茯

苓块和小枳实，主治“饮家眩冒、脉洪滑而沉”[46]。

2） 治疗妇科疾病：当归芍药散加当归、芍药、茯苓、

川芎，治疗“妇人腹中诸疾痛”[4]86 和“妇人怀妊，

腹中疞痛”[4]78；白玉汤加白玉、肉苁蓉、当归，主

治妇人阴阳过度、玉门疼痛、小便不通等[14]；加减

五苓散配伍猪苓、茯苓、阿胶，治疗妊娠尿血[47]。

3） 治疗呕吐、霍乱、烦渴等疾病：同出于 《金匮要

略》 的茯苓泽泻汤，在泽泻汤基础上加茯苓、甘草、

桂枝和生姜，主治“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4]66；

《世医得效方》 中将其扩展为治“霍乱吐利后，烦渴

欲饮水”[48]164，春泽汤加人参、茯苓、猪苓，用于

“伤暑烦渴兼治伤寒温热，烦渴引水，水入即吐，

或小便不利”[48]56。4） 治疗虚劳汗症：延年泽泻汤

加茯苓、牡蛎和生姜，用于“大虚烦躁、止汗治

气”[15]648；人参三白汤加人参和白茯苓，主治“伤寒

表里俱虚，自汗，大便利者”[49]。5） 治疗小儿病证：

白术膏加白茯苓、人参和滑石，主治小儿暑月中热或

伤暑伏热，并治小儿脾胃不和[50]。6） 治疗其他杂病：

茯苓术散加味茯苓、猪苓和桂心，主治发白及秃

落[15]889；泽泻汤加石膏、赤茯苓和防风，可治身热汗

出烦满不得之风厥[6]750；白术丸加地榆、枳实、皂角

子，主治“痔疾，诸虫”[51]。综上所述，历代基于

《金匮要略》 泽泻汤进行加减运用十分灵活，可治疗

多种疾病，虽主治疾病不同，但主治病机一致，体现

了异病同治之妙。

6　煎服法

在泽泻汤原文的 46 处记载中，明确记载了煎煮

法的共 37 处，煎煮方式几乎均与原文记载一致。在

煎煮用水方面，明清时期增加了用“盏、钟、碗、

分、杯”等容器。例如，明代《古今医统大全》记载“水

二盏，煎七分”[31]，《景岳全书》 记载“水二钟，煎七

分”[27]，《赤水玄珠》记载“水碗半，煎一碗”[28]；清代《古

方分量考》记载“上二味，以水一盏二分，煮取六分”[19]，

《医学三字经》记载“水二杯，煎七分”[32]等。少数医

籍在泽泻汤煎煮方式上进行了补充，如《普济方》记

载“先以水二升煮二物，取一升，又以水一升，煮泽泻

取五合，合此二汁分再服”[6]1951。经考证，汉代一升合今

之200 mL[52-53]。据此推算，泽泻汤煎服法应为将泽泻、

白术2味放置锅中，加水400 mL，煎煮至200 mL。

关于服用方法，仲景原方言“分温再服”，即日

2 次，每次温服 100 mL。同时，张仲景方剂的服药法

中有“不必尽剂、中病即止”的指导原则。《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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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张方剂桂枝汤方中的服用法特别说明“若一服汗

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

忌”[13]26，即明确指出服药 1 次后，若达到治病预期

效果，则不需要服用剩余药物，且适用于其他方剂。

7　注意事项

《金匮要略》 中无泽泻汤注意事项的相关记载。

《本草纲目》 记载：“时珍曰：泽泻若久服，则降令太

过，清气不升，真阴潜耗，安得不目昏耶？因此久服

必致偏胜之害也”[35]1350。明代 《普济方》 记载服用泽

泻汤禁忌桃李雀肉[6]1951。

8　古今医案记载

查阅古代文献，泽泻汤及泽泻汤加减方的医案

不多，多用来治疗支饮、冒眩等水液代谢障碍类疾

病。例如，元代 《世医得效方》 记载用泽泻汤治

疗疟后口鼻气盘旋不散凝如黑盖色[48]436；清代 《续

名医类案》 用泽泻汤加枳实、旋覆花、前胡等药

味，治疗“一贵妇患溢饮，遍身虚肿”等，且 4 剂

而安[54]，《经方实验录》 记载用泽泻汤治疗妇人支

饮 病 [33]，《吴 鞠 通 医 案》 用 白 术 泽 泻 汤 配 合 其 他

方 药治疗饮家眩冒、脉洪滑而沉等[46]。民国时期，

《中国内科医鉴》 中记载了 1 个茯苓泽泻汤主治胃

扩张中并发糖尿病的案例[55]。至现代，国医大师颜

德馨用川芎茶调散配以泽泻汤治疗眩晕耳鸣，治疗

2 个月，诸症均退[56]；国医大师徐景藩以泽泻汤为

主方，配小半夏加茯苓汤治疗上腹胀痛反复发作伴

眩晕呕吐，5 剂后呕吐止，眩晕、心下痞胀改善，

饮食渐增[57]。

9　小结

在古代医籍中，泽泻汤的功效主治变化不大，多

为心下支饮、苦眩冒等证。同时，历代医籍中记载

了大量的泽泻汤同名异药方和加减方。泽泻汤加减

方主治扩展到多种疾病，如痰饮、妇科、呕吐、霍乱

等，其主治病机多围绕水湿内停等，与 《金匮要略》

泽泻汤以水湿内停为基础核心病机一致。此外，后世

对泽泻汤加减方的应用也扩展了其主治范围。需要

注意的是，此方中泽泻涉及用药安全性问题，《名医

别录》《本草蒙筌》《本草纲目》 等医籍中均记载泽

泻多服伤眼、久服损人、过用伤阴。至现代，泽泻

汤在古代应用的基础上，扩大其主治范围，主要用

于治疗眩晕[58]、高血压[59]、高血脂[60]、中耳炎[61]等，

虽治疗疾病范围较广，但究其原因，主要是过量摄

取肥甘厚味，导致脾胃受损、脾虚失运、湿浊内生、

上蒙清窍，引起一系列眩晕相关疾病及血压、血脂

异常升高，这属于中医学中的“异病同治”。在药理

作用方面，该方能够降压[62]、调脂[63]、利尿[64]、改善

代谢[65]、抗氧化[66]、抗炎[67]等。

综上所述，泽泻汤作为治疗痰饮眩晕的经典名

方，疗效确切，遵循“尊古而不泥古”原则，研发时

可参考泽泻汤的关键信息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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