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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古代文献中白虎加人参汤的历史沿革)药量)药物基原与炮制方法)制法与煎服法及主治病证等进行考证$并总

结白虎加人参汤的现代临床主治疾病' 方法&检索第五版中华医典数据库)中医智库)湖南中医药大学读秀数据库等中医古

籍数据库$以#白虎加人参汤%#白虎加参汤%#人参白虎汤%#化斑汤%为关键词$总结古代文献中有关白虎加人参汤的药物组

成)用量)炮制方法)制法)煎服法及主治病证等' 再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以#白虎加人参汤%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统计白

虎加人参汤现代临床应用病证' 结果&共收集到 %%( 条有关白虎加人参汤记载的文献数据$涉及 "&# 部医书$筛选出明确记载

白虎加人参汤药物组成)用量)炮制方法)制法)煎服法等详细内容的古籍共 !% 部' 可得到白虎加人参汤药物组成及用量为盐

知母 !(/! U$生石膏*打碎+(($/! U$炒甘草 (#/& U$人参 (#/& U或 %"/% U$粳米 ""$ U(煎服方法为加水 ( $$$ Va$先煮石膏

($ f'$ V24$再加入余下药物$煮至粳米熟$总共煎取药液 &$$ Va$过滤去滓$将 &$$ Va药液分 ' 次温服$其中人参可另煎后将

参汁兑服(主治病症为中*中暑+)膈消)消渴等' 白虎加人参汤在现代临床应用中可用于治疗多系统疾病$其中以内分泌系

统的糖尿病居多' 结论&通过对白虎加人参汤的古代文献及现代临床应用文献进行考证挖掘$可为白虎加人参汤的现代临床

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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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加人参汤出自-伤寒杂病论.

&"'

"由知母1

石膏1甘草1粳米1人参等组成"即白虎汤中加入人

参"用于治疗伤寒汗吐下之后形成的气津两伤之证"

主要表现为口燥渴1心烦1汗出1时时恶风1背微恶寒

等或太阳中而引起的汗出恶寒1身热而渴等症/

现代多项研究表明&( ,%'

"白虎加人参汤对于治疗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具有良好的效果"除此之外"现代药

理研究也表明&-'

"白虎加人参汤还具有清热1增强

免疫1保护心肌细胞1抗炎抑敏的作用/ 现代医家通

常将-伤寒杂病论.

&"'中出现的方剂称为)经方*"以

简1便1效1廉著称"方证相应"组方严谨"药少而精"

药专力宏"堪称)众法之宗"群方之祖*

&&'

"直至现

在"仍有众多医家对仲景经方进行研究/ 白虎加人

参汤作为经方之一也备受关注"现代医家对于白虎

加人参汤的研究多集中在名家经验论述1临床病例

分析或疗效观察1细胞或动物实验研究等"较少涉及

白虎加人参汤的古代文献研究与考证/ 因此"本文

以中医古籍为基础"对白虎加人参汤历史沿革1药

量1药物基原与炮制方法1制法与煎服法及主治病证

等进行研究考证"为现代白虎加人参汤的应用提供

一定的参考/

CD古代文献考证

CGCD资料与方法

CGCGCD文献数据来源.基于现有的中医古籍数据

库进行检索"如第五版中华医典数据库1中医智库1

湖南中医药大学读秀数据库等"以)白虎加人参汤*

)白虎加参汤*)人参白虎汤*)化斑汤*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得到古代文献中有关白虎加人参汤的药物

组成1用量1炮制方法1制法1煎服法及主治病证等记

载"必要时审校影印版古籍/

CGCGED文献纳入标准.!"#")"" 年以前出版的古

籍$!(#古籍中包括药物组成1用量1炮制方法1制

法1煎服法及主治病证等详细记载$!'#与-伤寒杂

病论.

&"'中白虎加人参汤的组成一致$!%#若相同古

籍均有记载"则以较早版本为准/

CGCGFD文献排除标准.!"#古籍中仅有白虎加人

参汤方名的记载"并无药物组成1用量1炮制方法1制

法1煎服法及主治病证等详细记载$!(#与-伤寒杂

病论.

&"'中白虎加人参汤的组成不一致/

CGCGHD数据规范.录入内容与古籍原文保持一致"

包括方名1出处1版本1成书年代1主题段落1方剂药

物组成1主治病证1制法1用法1药物用量及炮制方法

等"原则上不进行修改/

CGED结果与分析.按照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

筛选后"共收集到 %%( 条有关白虎加人参汤记载的

文献数据"涉及 "&# 部医书"其中包括汉代!" 部#1

南北代!" 部#1唐代!" 部#1北宋!% 部#1南宋!#

部#1金代!- 部#1元代!% 部#1明代!%$ 部#1清代

!!) 部#以及外国医书!"- 部#/ 其中"明确记载了

白虎加人参汤药物组成1用量1炮制方法1制法1煎服

法及主治病证等详细内容的医书共 !% 部""$$ 条记

载/

CGEGCD白虎加人参汤历史沿革.白虎加人参汤又

称白虎加参汤或人参白虎汤"后世可用于治疗发斑"

又称化斑汤"最早出自汉代张仲景 -伤寒杂病

论.

&"'

"在-伤寒论.

&#'和-金匮要略.

&!'中共有 # 条

记载/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记载+)服

桂枝汤"大汗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

汤主之/*-伤寒论.

&#'中对白虎汤组成及煎服方法

的记载+)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甘草二两"粳米六

合"人参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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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

治.

&#'对于白虎加人参汤的记载有 ' 条"分别是+

)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

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

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甘草二

两"人参二两"粳米六合/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

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方立夏后立秋

前乃可服"立秋后不可服/ 正月二月三月尚凛冷"亦

不可与服之"与之则呕利而腹痛/ 诸亡血虚家亦不

可与"得之则腹痛/*)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

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伤寒脉浮1发热1无

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 渴欲饮水"无表证者"

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

治.

&#'记载+)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

汤主之/*-金匮要略,痉湿病脉证治.

&!'中对于

白虎加人参汤的记载为+)太阳中热者"是也/ 汗

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人参汤

方"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甘草二两"粳米六合"人参

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

升"日三服/*-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

并治.言+)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

之*

&!'

/

在所有明确记载了白虎加人参汤药物组成及用

量等详细内容的 !% 部医书中"与-伤寒杂病论.

&"'

中药物组成及用量一致的有 '% 部"其他古籍在药物

组成及药量上则有所不同/ 在药量上"由于各朝代

度量衡的不一致"导致记载差异较大"后世记载常以

)钱*作为单位/ 在药物组成上"-重订广温热论.

&)'

中使用的为西洋参$-痘疹精详.

&"$'

-医学纲目.

&""'

-痘疹心法.

&"('

-医学原理.

&"''中所用均为糯米"

-幼幼集成.

&"%'中为晚粳米$-伤寒杂病论.

&"'中对

于白虎加人参汤中甘草的记载为炙甘草"后世-婴

童百问.

&"-'

-医略十三篇.

&"&'

-医方简义.

&"#'

-六气

感证要义.

&"!'

-重订广温热论.

&)'使用的均为生甘

草$张锡纯&")'以芍药代知母1山药代粳米创通变白

虎加人参汤/ 在白虎加人参汤的煎服方法中"大部

分古籍除外用水量与原方记载中有所不同"其余大

致相同"如-外台秘要.

&($'中水为)一斗二升*"-圣

济总录.

&("'为一盏半等/ 另外"关于白虎加人参汤

服法上"-长沙证汇.

&(('

-小品方.

&(''等还记载应

)忌海藻1菘菜*/

白虎加人参汤在-伤寒杂病论.

&"'中记载主要

用于治疗伤寒汗吐下之后"邪入阳明而造成的气津

两伤之证"主要表现为口燥渴1心烦1汗出1时时恶

风1背微恶寒等证$也可用于太阳中而引起的汗出

恶寒1身热而渴等症/ 在后世古籍的记载中"白虎加

人参汤还常用于治疗消渴"-时方妙用.

&(%'曰+)口

渴不止为上消"治以人参白虎汤/* -兰室秘藏.

&(-'

曰+)膈消者"舌上亦裂"大渴引饮者是也"以白虎加

人参汤主之/*-麻科活人全书.

&(&'曰+)人参白虎汤

治消渴气虚胃热渴饮者/*除消渴外"白虎加人参汤

还可用来治疗多种内伤杂病"-医学正传.

&(#'将其用

于治疗暑疟"-此事难知.

&(!'将其用于治疗伤暑"

-伤寒证治准绳.

&()'

-古今医统大全.

&'$'则用来治

疗)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之证/ 随着明清时期温病

学派的发展"白虎加人参汤也被扩展至治疗温热类

疾病/ -温病条辨.

&'"'记载+)形似伤寒"但右脉洪

大而数"左脉反小于右"口渴甚"面赤"汗大出者"名

曰暑温"在手太阴"白虎汤主之$脉芤甚者"白虎加人

参汤主之/*-伤寒瘟疫条辨.

&'('中用白虎加人参汤

治疗)身寒厥逆"脉滑而口渴者*$-温病指南.

&'''

-温热逢源.

&'%'等均有对白虎加人参汤的记载/ 除

了治疗内伤杂病外"白虎加人参汤也可用于治疗外

科疾病"-卫生宝鉴.

&'-'

-古今医统大全.

&'$'

-景岳

全书.

&'&'

-医学正传.

&(#'等中均记载其可用于治疗

发斑"因此白虎加人参汤又被称为)化斑汤*/ -景

岳全书.

&'&'中记载白虎加人参汤多用于治疗痘疮"

-痘疹精详.

&"$'记载其用于治疗麻疹初发等/ 由此

可见"白虎加人参汤的主治病证在后世得到扩展和

补充/

白虎加人参汤主要病机特点为气分热盛1气津

两伤"该方由知母1石膏1甘草1粳米1人参组成"方中

以石膏为君药"辛甘大寒"入肺经1胃经"具有清热而

不伤阴1除烦止渴的作用$知母苦寒质润"与石膏相

须为用"同能清热除烦1生津止渴$粳米1甘草益胃生

津"可防知母1石膏苦寒太过$最后加入人参以益气

生津"故全方共奏清热益气生津之功/

CGEGED白虎加人参汤药物用量考证.经方以其以

简1便1效1廉著称"药简而力专"其中药物的用量配

比更是精妙"自古就有)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的

说法"经方用药剂量相当灵活"但对于经方中药物用

量的换算"现代有着多种说法/ 白虎加人参汤的药

物用量在原文中的记载为)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甘

草二两"粳米六合"人参三两*"其中人参在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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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中用量为二两/ 随着朝代更迭"度量衡也在不断

演变"在后世的记载中"知母除了以)两*作为计量

单位外"还以)钱*作为计量单位$石膏常以)斤*

)升*)钱*)两*为计量单位"而-杂症会心录.

&'#'中

对于石膏的用量则是)一癬打碎*$甘草则常以)两*

)钱*)分*为主$粳米以)合*)撮*)钱*)升*)两*为

主"同时也有-圣济总录.

&("'中)一匙*1-医便.

&'!'

和-校注医醇?义.

&')' 中 )半杯* 以及 -济阳纲

目.

&%$'中 )五勺*的描述$人参则多以 )钱* )两*

)分*为主/ 与白虎加人参汤原方记载药物用量一

致的有 '% 部"占 %$/%!g"根据记载了白虎加人参

汤药量的 !% 部医书"共 "$$ 条记载"将各药物剂量

的进行统计"见表 "/

表 CD白虎加人参汤中各药物用量统计

石膏

剂量 频数0次

知母

剂量 频数0次

甘草

剂量 频数0次

粳米

剂量 频数0次

人参

剂量 频数0次

一斤 %' 六两 %% 二两 %& 六合 %( 三两 %'

五钱 "" 二钱 "( 一钱 (% 一合 "# 半两 )

四两 "$ 三钱 "( 一两 # 一撮 "$ 一钱 #

八钱 ! 一两半 "$ 八分 ' 一合半 - 一钱五分 #

四钱 & 二两 ' 半两 ' 半合 ' 一钱半 &

一两 % 五钱 ' 二钱 ' 四钱 ' 二钱 -

三钱 ' 一钱半 ' 二分 ( 五钱 ' 三钱 -

一升 ' 六钱 ( 三分 ( 一升 ' 二两 '

半两 ( 七钱 ( 四钱 ( 半杯 ( 钱半 %

二钱 ( 一钱 ( 二两半 " 三钱 ( 五分 '

一两二钱 ( 一钱五分 ( 六分 " 一两 ( 五钱 (

八两 " 六分 " 七钱 " 二合 " 半钱 "

六两 " 六两半 " 三两 " 二两 " 二分 "

五两 " 三两 " 三钱 " 二钱 " 六钱二字半 "

一钱六分 " 四钱 " 五钱 " 一钱二分 " 三分 "

一癬 " 一两 " 一钱半 " 六两 " 一两 "

一钱 " 一钱五分 " 三合 " 一两半 "

五勺 "

一匙 "

..经方中药量的现代换算"至今仍存在较大的争

议"因此"应当对古代度量衡进行考证/ )度量衡*

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

"自秦统一度量衡

后"两汉时期是度量衡发展的鼎盛时期&%('

"-汉书,

律历志.

&%''载+)度者"分1寸1尺1丈1引也"所以度长

短也* )量者"龠1合1升1斗1斛也"所以量多少也*

)衡"平也22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22权

者"铢1两1斤1钧1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

经方中主要涉及对)量*和)衡*的考证/ 在)量*方

面"丘光明在-中国度量衡.

&%('中结合出土的诸多汉

代量器对汉代计量容积考证后得出"一升约十合"为

现今 ($$ Va左右"并且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

衡卷.

&%%'中以)大司农*器实测数值为依据"折合每

升约 ")& f($% Va"取平均值 "))/% Va"与 ($$ Va

相比应属于制造而产生的误差/ 因此"一升仍当定

为 ($$ Va左右"也是现今较为公认的说法"可知一

合为现今 ($ Va左右"则白虎加人参汤中粳米六合

约为 "($ Va左右/ 由于粳米的质地与密度在古籍

中缺乏考证"因此"本课题组实际测量 "($ Va粳米

约为 ""$ U/ 在)衡*方面"-汉书,律历志.

&%''载+

)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

石/*-中国历代度量衡考.

&%-'结合实测数据进行综

合比较后考证为西汉一斤约 (%! U!一两 "-h- U#"新

莽时期约 ('! U!一两 "%/!#- U#"东汉时期约 (($ U

!一两 "'/#- U#"赵晓军&%&'在-先秦两汉度量衡制

度研究.中考证得出"西汉时期的一斤约 (-$ U!一

两 "&/"' U#"新莽时期约 (%- U!一两 "-/'"( - U#"

东汉时期约 ((( U!一两 "'/!#- U#"-中国科学技术

史+度量衡卷.

&%%'也有着同样的结论/ 吴承洛在-中

国度量衡史.

&%#'中考证"新莽时期一两为 "'/)($ & U"

且认为东汉计量当与新莽时期相同"柯雪帆等&%!'通

过对出土的文物进行直接测量"考证汉代一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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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古代经典名

方关键信息表!(- 首方剂#. !以下简称-关键信息

表.#

&%)'中将汉代一两折合为 "'/!$ U"因此"推荐将

汉代一两折合成现今 "'/#- f"&/"' U"以-关键信

息表.

&%)' 中的一两 "'/!$ U为标准"一斤则为

(($/! U"可得到白虎加人参汤中现代折合剂量为知

母 !(/! U"石膏 (($/! U"甘草 (#/& U"人参 (#/& U

或 %"/% U/

随着朝代更迭"度量衡也随之发生变化"且后世

传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错误"因此"度量单位较为混

乱/ 自宋代开始"正式将)钱*作为计量单位"由)二

十四铢为两*改为)十钱为两*

&%%'

"因而在自宋代以

后的古籍记载中较多则以)钱*)分*作为衡量单位"

容量单位上也出现了)撮*)匙*)杯*)勺*等等其他

的计量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

&%%'记载

一两合 %$/$ f%"/' U"一斤合 &%$ f&&" U"并且将一

两 %"/' U"一斤 &&" U作为宋代衡量的标准值"且其

符合容量标准太府升的数值"则推算出一钱为

%/"' U/ 对于)分*的研究"古籍中记载)古秤惟有

铢两而无分名*

&-$'

/ 历代医家对此有着多种说法"

-本草经集注.

&-$'记载)四分为一两*"-淮南子,天

文训.

&-"'记载+)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

两*"-本草纲目.

&-('记载+)四字曰钱"十分也/ 六

铢曰一分 !去声#"二钱半也/*林大勇等&-''指出"张

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的用药单位)分*是比例之

意"而非分两之分"董艳等&-%'参考后世注本及现今

教材后认为"凡是)分*置于药物之后者"皆应当按

照)四分为一两*计算/ 此外"涉及粳米用量为)一

撮*的记载有 "$ 条"以)撮*为单位是一种较为抽象

的说法"李婷等&--'在分析泻白散文献的研究中请男

女各半共 '$ 人捏 " 撮糙米后称量后取平均值计为

)" 撮*"约为 ' U/

由此可见"由于朝代的不同"不仅计量单位发生

变化"相同单位折合量也有所差异"其中不乏传抄发

生纰漏而造成度量衡记载混乱"具体的折合量应当

结合当时的年代进行分析/ 傅延龄等&-&'认为"仲景

方中药物用量只能用东汉官制进行阐析"这也符合

张仲景所处的时代背景/ 综上所述"白虎加人参汤

可参考知母 !(/! U"石膏 (($/! U"甘草 (#/& U"粳米

""$ U"人参 (#/& U或 %"/% U进行煎煮/

CGEGFD白虎加人参汤药物基原与炮制方法

CGEGFGCD知母基原与炮制.知母为百合科植物知

母 9&-5%..7-&% %*<73(-/3"(-*D'-E的干燥根茎"性

苦1甘"寒"归肺经1胃经1肾经&-#'

/ 在-伤寒杂病论.

及后世古籍记载中"仅有 ( 条对知母炮制的记载/

-圣济总录.

&("'记载)知母!焙三两#*"-重订广温热

论.

&)'记载)白知母!三钱#*/ ($($ 年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

!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中记载知

母的炮制方法为)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

燥"去毛屑*/ 除此之外"知母还有盐制1炒制1酒

制1麸炒等炮制方法"-中国药典.

&-#'记载+)盐知

母"取知母片"照盐水制法!盐水拌匀"闷透#炒干*"

盐制可加强知母滋阴清热的功效&-!'

"故现代临床应

用多以盐知母为主/

CGEGFGED石膏基原与炮制.石膏为硫酸盐类矿物

石膏族石膏"性甘1辛"大寒"归肺1胃经&-#'

/ 白虎加

人参汤原方中记载)石膏一斤"碎*

&"'

"古籍中记载

石膏当碎的有 '' 条!''g#1绵裹 "( 条!"(g#1生 &

条!&g#1研细 - 条!-g#1末 % 条!%g#1熟 " 条

!"g#1煨 " 条!"g#/ -中国药典.

&-#'中记载石膏

炮制方法为)打碎"除去杂石"粉碎成粗粉*"与古籍

中记载的炮制方法碎1末1研细等基本一致"但因石

膏为矿物类药物"因质量较重在煎煮时可能会沉于

底部发生焦糊"故用)绵裹*/ 对于)绵*的使用"-伤

寒论集成.

&-)'记载+)绵古所通用者"蚕绵也"后世有

木草二绵/ 俱不可里物入汤也"诸家无其辨可疑/*

结合李时珍-本草纲目.

&-('中的记载+)古方惟打碎

如豆大"绢包入汤煮之/ 是以观之/ 绵裹之为绢裹

也/*可知原方中记载的)绵裹*当为)绢裹*/ 现代

常用的为生石膏和煅石膏"白虎加人参汤原方虽未

记载使用的是生石膏还是煅石膏"根据生石膏内服

可清热泻火1除烦止渴"煅石膏常外用于收敛生肌的

功效&&$'

"故原方中使用的应当是生石膏/

CGEGFGFD甘草基原与炮制.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

:/;1;..7"8% $.%/-&*"*="*17E1胀果甘草 :/;1;..7"8% "&F

C/%,% D%,E或光果甘草:/;1;..7"8% '/%>.% GE的干燥根

和根茎"性甘1平"归心经1肺经1脾经1胃经&-#'

/ 白

虎加人参汤原方中明确记载了甘草为炙甘草"古籍

记载同为炙甘草的有 ') 条!')g#"记载为生甘草

的有 - 条!-g#"-中国药典.

&-#'中记载的炙甘草为

蜜炙而成/ 高新颜等&&"'研究认为"仲景方中的炙甘

草是将甘草直接烘烤而成"并非现今加蜜炒成的炙

甘草/ -关键信息表.

&%)'对于仲景方中炙甘草规定

为炒甘草"应当参考-中国药典.

&-#'中记载的清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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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甘草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

炒至微黄*进行炮制/ 因此"白虎加人参汤中的炙

甘草应当是甘草切片后直接炒制而成"并非加蜜炙

成/

CGEGFGHD人参基原与炮制.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

参H%&%?'"&*-&' 0E9EI-;E的干燥根和根茎"性甘1

微苦"微温"归脾经1肺经1心经1肾经&-#'

/ 原方中并

未记载人参的炮制方法"-普济本事方.

&&('和-专治

麻痧初编.

&&''中记载人参需)去芦*"因人参芦具有

催吐的作用"其他古籍中对人参的记载也多为)去

芦*"但现代研究已表明&&%'

"人参芦并不含有任何催

吐的成分"-中国药典.中对人参也并没有去芦的规

定"仅记载为生品/ 因此"白虎加人参汤中人参并无

特殊的炮制方法"生品即可/

CGEGFGMD粳米基原与炮制.粳米在-中国药典.中

并无记载"其为禾本科植物粳稻 A.;8% *%,"B% GE*$>F

*<EJ%<3&"1% K%,3的干燥成熟种仁&%)'

"最早记载于

-名医别录.

&&-'

"味甘1苦"平"无毒"粳米在现代作为

食物并无特殊的炮制方法/ 古籍大多与-伤寒杂病

论.记载一致为粳米"有 - 条记载为糯米"( 条记载

为晚粳米"但粳米和糯米不可混为一谈"-医学衷中

参西录.

&")'言+)粳米清和甘缓"能逗留金石之药于

胃中"使之由胃输脾"由脾达肺"药力四布"经络贯

通/ 糯米质黏性热"大能固闭药力"留中不散"若错

用之"即能误事/* -本草备要.

&&&'言+)粳米有早1

中1晚三收"晚者得金气多22粳以白晚米为第一"

但入解热药"以晚粳为良尔/*孙守信等&&#'结合张仲

景为河南南阳人的背景"认为粳米应为河南省所产

茎秆较矮1不易倒伏之晚稻品种所碾之米"其色白"

米粒短而粗圆"质硬"涨性小"性稍黏或不黏"陈久者

为佳/

综上所述"白虎加人参汤中药物选择应当选用

盐知母1生石膏!打碎#1炒甘草1人参!生品#1粳米/

CGEGHD白虎加人参汤制法及煎服法考证.古籍中

记载白虎加人参汤制法1煎服法的共 !& 条"涉及 #(

部医书/ 在制法上"白虎加人参汤原方中并无具体

记载"后世记载制法的有 (( 条"共 "# 部医书"主要

有上咀 !"$ 条#1上唑 !& 条#1切 !% 条#1细切 !"

条#1锉细!" 条#等制法"在-圣济总录.

&("'

-普济本

事方.

&&('

-四圣悬枢.

&&!'对制法还有)如麻豆大*的

详细记载/ 在煎法上"所有古籍记载均为煎煮成汤

剂"记载具体用水量的共 -! 条"涉及 %) 部医书"有

一斗!'% 条#1二盏!- 条#1一斗二升!' 条#1一盏半

!' 条#1二盅!( 条#1二钟!( 条#1一盏!( 条#1一钟

!( 条#1十杯!" 条#1八杯!" 条#1半盏!" 条#1一小

半盏!" 条#1一钟半!" 条#/ 由此可见"用水量大多

为一斗!-!/&(g#"根据丘光明等&%("%%'的研究中可

知"一斗约为十升"约合现今 ( $$$ Va左右/ 除此

之外"记载)煮米熟*的有 -% 条")去滓*的有 -" 条"

先煮石膏的有 ' 条/ 统计可知与原方记载煎煮法完

全一致的有 '% 条"共 '" 部医书"占 %'/$&g"其余

大多只是与原方中的用水量不同/ 由此可知"后世

古籍记载大部分还是沿袭了白虎加人参汤原方中的

煎煮方法"但石膏为矿物类药物"煎煮时应当先煎

($ f'$ V24"以便有效成分析出"另外因人参为名贵

药材"-中药学.

&&$'记载应当文火另煎后将参汁兑

服"但纵观-伤寒杂病论.

&"'中出现的含有人参的方

剂无一方提及人参需单煎"因此"推测在仲景时期人

参入药均是合煎/

在服法上"大多与原方记载一致"为)温服一

升"日三服*/ 记载为)温服一升*的有 -$ 条"但并

未记载一升为一日总量还是每次服量"若为一日总

量则相对用水量一升来说过少"结合-外台秘要.

&($'

中记载为)分服一升*"推测应当是每次服量为一升

!约 ($$ Va#$记载)不拘时服*的有 ! 条"-仁斋直

指方论.

&&)'记载为)通口服*"-医方选要.

&#$'为)食

远服*"-医便.

&'!'记载)热服"覆衣"取少汗*"-幼幼

集成.

&"%'为)澄清热服*"-伤寒瘟疫条辨.

&'('为)水

煎冷服*"-温热经纬.

&#"'为)食后温服*"-六气感证

要义.

&"!'为)病退"减后服"不知"再作服*/ -伤寒

论.

&#'中还记载白虎加人参汤+)此方立夏后立秋前

乃可服$立秋后不可服/ 正月二月三月尚凛冷"亦不

可与服之/*与其记载一致的有 & 条"此记载从)因

时制宜*的角度进行分析"立秋后与立夏前气温较

低"属寒凉季节"纵观白虎加人参汤的组方"属寒凉

之剂"因此不适合在立夏前1立秋后服"但现代文献

并未提及此禁忌"若病证确实符合白虎加人参汤证"

不必拘于季节服用/ -长沙证汇.

&(('

-小品方.

&(''

还记载应)忌海藻1菘菜*"李筠等&#('研究认为"古籍

中)忌海藻1菘菜*的记载"主要来源于甘草反海藻

的说法/

综上所述"白虎加人参汤的现代用法为加水

( $$$ Va"先煮石膏 ($ f'$ V24"再加入余下药物"

煮至粳米熟"总共煎取药液 &$$ Va"过滤去滓"将

,!)%,

($(% 年

第 %% 卷

.% 月

第 % 期
... .....

河..南..中..医

A8969H56]EHEZ96a;AE98*8R8]E;E98

.... ....

6MJ2N.. ($(%

bLN/%%. 9L/%



&$$ Va药液分 ' 次温服"其中人参可另煎后将参汁

兑服"可参考该方法进行煎服/

CGEGMD白虎加人参汤主治病证及疾病分析.-伤

寒杂病论.中白虎加人参汤主要用于治疗伤寒汗吐

下之后"邪入阳明而造成的气津两伤之证"主要表现

为口燥渴1心烦1汗出1时时恶风1背微恶寒等证$也

可用于太阳中而引起的汗出恶寒1身热而渴等症"

后世古籍的记载对所治疗的病证进行了扩充/ 在保

留古籍原文记载的基础上"对 "&# 部医书"共 %%( 条

有关白虎加人参汤所涉及的主治病证进行统计"结

果显示"渴1心烦1汗出等为常见主治病证"见表 (/

表 ED古籍中白虎加人参汤主治病证频数统计

病证 频数0次 病证 频数0次

渴 ''- 谵语 %

心烦 "## 大便秘 %

汗出 "-- 洒然毛耸 %

口燥 "-( 口中不仁 '

恶寒 "(! 消水 '

背微恶寒 #! 小便赤 '

身热 #- 多食易饥 '

恶风 && 口苦 (

发斑 (- 身如针刺 (

发热 (% 恶热 "

手足逆冷 "- 小便不利 "

身重 "- 自利 "

身重疼痛 ) 吐利 "

前齿板燥 ) 两脚转筋 "

喘 ! 手足微厥 "

面垢 # 手足汗 "

足冷 # 口烂 "

咽干 # 身不仁 "

头痛 # 昏迷 "

呕吐 & 蒸热 "

口开 & 不得眠 "

遗尿 & 内燥 "

唇焦 & 昼则烦躁1夜则安静 "

腹满 - 大便干结 "

不欲饮食 - 二便热涩 "

面赤 - 四肢困倦 "

..-伤寒论.中对白虎加人参汤所治疗的疾病并

无具体病名的记载"-金匮要略.中记载白虎加人参

汤用于治疗中"对古籍记载的白虎加人参汤主治

疾病进行统计+中!中暑# !-)#1膈消!)#1消渴

!)#1伤暑!&#1暑热!&#1伏暑!-#1三阳合病!-#1上

消!%#1寒在皮肤热在骨髓!%#1痘疹!(#1伤暑咳嗽

!(#1暑疟!(#1麻疹!"#1暑病!"#1暑热咳嗽!"#1暑

温!"#1温疟!"#/ 由此可见"白虎加人参汤所治的

病证及疾病在后世古籍记载中得到较大扩充/

ED现代临床应用

EGCD资料与方法

EGCGCD文献数据来源.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

以)白虎加人参汤*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类别为期

刊"检索时间范围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

EGCGED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文献主要

为白虎加人参汤加减的临床应用"需要有完整的中

药组成及具体的中西医病名"且具有一定的疗效$

!(#排除临床病案分析1动物或细胞实验及综述或

理论探讨类文献/

EGED结果.检索得到 '!! 篇文献"但在检索过程中

不少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无法获取全文"最后仅得到

文献 %" 篇"涉及内分泌疾病1免疫系统疾病1神经系

统疾病1呼吸系统疾病1消化系统疾病1皮肤病1口腔

疾病等"将白虎加人参汤现代临床应用病证进行统

计"见表 '/

表 FD白虎加人参汤现代临床应用

类别 疾病!频次#

内分泌疾病
糖尿病 !"'#1糖尿病酮症 !"#1:J?QC3病

!"#1甲状腺功能亢进危象!"#

发热性疾病
产后发热!-#1高热高渗!(#1发热!(#1盆腔

脓肿高热!"#

神经系统疾病
病毒性脑膜炎!(#1精神性烦渴!"#1植物神

经功能紊乱!"#1焦虑症!"#

呼吸系统疾病

小儿重症支原体肺炎伴重度腹泻!"#1哮喘

并发肺炎!"#1肺炎合并心力衰竭!"#1肺脓

疡!"#

皮肤病
脓疱型银屑病!"#1红皮病型银屑病!"#1痤

疮!"#1顽固性外阴瘙痒症!"#

口腔疾病 灼口综合征!"#1慢性唇炎!"#

免疫系统疾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

骨科疾病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由上表可知"白虎加人参汤在现代可用于治疗

多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占比为 '#/("g"发热性疾

病占比为 ('/(&g"神经系统疾病占比为 ""/&'g"

呼吸系统疾病占比为 )/'g"皮肤病占比为 )/'g"

口腔病占比为 %/&-g"免疫系统占比为 (/''g"骨

科疾病 (/''g"以内分泌疾病的糖尿病最为多见/

其中糖尿病所涉及的证型有燥热津亏证1火热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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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1肺胃热盛"气阴两伤证1肺胃热盛"津气两伤证1

阳明热盛"阴分耗伤证1肺胃热炽"耗损气阴证1热盛

津伤证1胃热津伤气阴不足证"可发现其涉及的证型

均是由燥热1火热1肺胃热等不同程度的热证导致气

阴津伤而成"白虎加人参汤最常用于气津两伤之证"

多饮1多食1多尿作为糖尿病最典型的表现"符合气

津两伤证的表现"糖尿病属中医)消渴*范畴"古籍

中也有多处记载白虎加人参汤用于治疗消渴/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 ,#%'

"白虎加人参汤

能够减轻肥胖 R+5糖尿病小鼠体质量"改善附睾

白色脂肪组织多灶炎性细胞浸润以及肝脏脂质沉

积"降低血清总胆固醇1三酰甘油1低密度脂蛋白水

平"并减少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

!

1白细胞介素 ,

"

"

1白细胞介素 ,& 含量"纠正肥胖 R+5糖尿病小

鼠糖脂代谢紊乱"改善肝脏脂肪变性"还可通过调控

È'+06[K信号通路相关信号分子的活性改善糖脂

代谢"以及调控炎性相关信号通路 Ha5%09I,

#

e"

修复肠黏膜屏障"抑制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和脂多糖

水平"降低血糖/ 王芳等&' ,%'研究表明"白虎加人参

汤可以改善 ( 型糖尿病大鼠的胰岛组织病理变化"

降低细胞凋亡相关因子的表达"增加胰腺指数"从而

保护胰岛
"

细胞"延缓胰岛
"

细胞凋亡的进程"降

低 ( 型糖尿病大鼠空腹血糖1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促

进血清胰岛素分泌及胰岛素敏感性指数升高"并且

可改善 ( 型糖尿病大鼠的血脂代谢/ 由此可知"白

虎加人参汤能够通过改善肝脏脂肪变性1保护胰岛

细胞1调节肠道菌群等多方面纠正糖脂代谢紊乱1降

低血糖从而改善 ( 型糖尿病/ 杨鑫培&#-'将 !$ 例肺

胃热盛型 (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对照组给予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治疗"治疗组在

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白虎加人参汤联合耳穴压

豆治疗/ 治疗 "( 周后"治疗组各项糖脂代谢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对照组有效率为 !$/$$g"治疗组有效

率为 )-/$$g$冯占荣等&#&'在常规西医治疗糖尿病

的基础上加用白虎加人参汤"有效率达到 !'/'g"

优于单纯的西医治疗"表明白虎加人参汤治疗糖尿

病的疗效较为确切/ 除此之外"白虎加人参汤还可

用于治疗重症肺部感染"林丽红等&##'将 "$$ 例重症

肺部感染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

取常规治疗方案"试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

用白虎加人参汤辅助治疗"治疗 "% S 后试验组有效

率为 )$/$$g"高于对照组的 #(/$$g!Hi$/$-#"

结果表明"白虎加人参汤在常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

治疗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可有效降低体内炎症水平"

改善患者预后/

FD讨论

本文通过对白虎加人参汤相关中医古籍进行文

献挖掘及分析考证"梳理了白虎加人参汤的历史沿

革"得出该方可选用盐知母 !(/! U"生石膏!打碎#

(($/! U"炒甘草 (#/& U"人参 !生品# (#/& U或

%"/% U"粳米 ""$ U"煎煮方法为加水 ( $$$ Va"先煮

石膏 ($ f'$ V24"再加入余下药物"煮至粳米熟"总

共煎取药液 &$$ Va左右"过滤去滓"将 &$$ Va药液

分 ' 次温服"其中人参可另煎后将参汁兑服/ 同时

结合现代文献研究对其临床应用进行了统计分析"

发现白虎加人参汤在现代主要用于糖尿病的治疗"

且中医证型以气津两伤为主"为临床应用提供一定

的参考/ 但本文并未对药量的量效关系进行分析"

也未结合现代药理学进行深度分析"且部分文献古

籍由于年代久远无法获取全部内容"存在一定的不

足/ 今后"需要对白虎加人参汤进行关联规则分析

或临床疗效分析"并探究其量效关系"同时需进行动

物或细胞等实验研究"进一步阐述白虎加人参汤的

作用机制/ 由于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药量主要以东汉

官制作为参考进行考证"与现代用药比较"部分药物

用量较大"实际运用时应当结合其他药理学研究"选

取临床安全范围内的剂量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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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伯雄/医醇?义&R'/( 版/赵艳"校注/北京+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

&%$'.武之望/济阳纲目&R'/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孔子/尚书&R'/宋英梅"编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

社"($"#/

&%('.丘光明/中国度量衡&R'/北京+新华出版社""))'/

&%''.陈寿/汉书+精美插图本&R'/西安+三秦出版社"

($$#/

&%%'.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

&R'/北京+科学出版社"($"#/

&%-'.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R'/北京+科学出版社"

"))(/

&%&'.赵晓军/先秦两汉度量衡制度研究&R'/上海+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R'/上海+上海书店"")!%/

&%!'.柯雪帆"赵章忠"张玉萍"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中的药物剂量问题&c'/上海中医药杂志"")!'""#

!"(#+'&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

-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 !(- 首方剂#.的通知

&8e0Za'/!($(( ,$) ,(##&($(' ,$& ,(#'/<KKM+00

YYY/4?KTV/ULQ/T40[C12320UL4UF=LSL4UK?20($(( ,$) ,

(#0(#!$'/<KVN/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R'/芜湖+皖南医学院科研科"

")!-/

&-"'.刘安/淮南子&R'/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李时珍/本草纲目&R'/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林大勇"林庶茹"安素环"等/论仲景时代古秤唯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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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铢两* 而无)分* 名&c'/辽宁中医杂志"($$&"''

!-#+-%'/

&-%'.董艳"王阶/经方度量衡之)分* 探讨&c'/时珍国医

国药"($"#"(!!(#+%(" ,%((/

&--'.李婷"张彤"王丹丹/泻白散文献分析及研究进展

&c'/中成药"($")"%"!!#+")(# ,")'"/

&-&'.傅延龄"宋佳"张林/论张仲景对方药的计量只能用

东汉官制&c'/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 ,'&)/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R'/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代涛"李光燕"徐茂红/知母炮制方法的历史沿革与

现代研究&c'/中成药"($($"%(!"(#+'(-- ,'(-!/

&-)'.山田宗俊/伤寒论集成+&R'/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钟赣生"杨柏灿/中药学&R'/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高新颜"朱晶晶"朱建平/-金匮要略.中甘草炮制的

文献考证&c'/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R'/刘景超"李具双"校注/北

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裘庆元/秘本医学丛书 &R'/上海+上海书店"")!!/

&&%'.孙立艳"李颖"黄振宇/人参炮制历史沿革&c'/人参

研究"($(("'%!%#+-! ,&(/

&&-'.陶弘景/名医别录&R'/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

&&&'.汪昂/本草备要&R'/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孙守信"郭跃峰/粳米考辨&c'/新中医"($"'"%-!&#+

"!$ ,"!"/

&&!'.黄元御/四圣悬枢&R'/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精要&R'/崔轶凡"李培硕"整

理/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

&#$'.周文采/医方选要&R'/王道瑞"点校/北京+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

&#"'.王士雄/温热经纬&R'/( 版/何永"李秋"校注/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李筠"岳勤霏"范欣生/方后注服药食忌研究&c'/中

医杂志"($"!"-)!"$#+!'' ,!'&/

&#''.陈昱彤"喻嵘"吴玉芩"等/白虎加人参汤对 R+5糖

尿病鼠肝脏 È'+06[K信号通路的影响&c'/中国实

验方剂学杂志"($('"()!-#+""% ,"("/

&#%'.蒋宛瑾"谢聪"喻嵘"等/白虎加人参汤对转基因 ( 型

糖尿病R+5小鼠肠道Ha5%09I,

#

e信号通路及肠

道屏障功能的影响 &c'/中草药" ($($" -" ! "" #+

'$$- ,'$"(/

&#-'.杨鑫培/白虎加人参汤加减联合耳穴压豆治疗 ( 型

糖尿病肺胃热盛证临床观察&c'/河南中医"($('"%'

!%#+-$% ,-$!/

&#&'.冯占荣"徐铁岩"赵乾/白虎加人参汤治疗气阴两虚

型 ( 型糖尿病 '$ 例临床观察&c'/湖南中医杂志"

($($"'&!!#+-" ,-'/

&##'.林丽红"周敏亚"吴小山"等/白虎加人参汤治疗重症

肺部感染的效果&c'/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史一帆!($$$ ,#"女"湖北天门人"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喻嵘"8,V?2N+B=JL4d("/T4/T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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