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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用方剂计量学方法提取、解析《伤寒论》方剂之药组配伍关系。方法 选取《伤寒论》方剂８８首，统计用
药频数，并进行相关分析、聚类分析，提取其中的药组；引入方剂计量学新立药组分析法，解析药组的配伍特性与运用情

况。结果 ①《伤寒论》８８首方剂，全部用药６０味，４３１药次。②对全部用药进行相关和聚类分析，得１１个或３药或４药
为组合运用单元药组，可视为初选药组。③结合实际方剂加以甄别初选药组，从中确定大枣－生姜－桂枝－甘草、人参
－半夏－黄芩－柴胡、石膏－知母－粳米、附子－白术－茯苓、天冬－葳蕤－升麻、桃仁－水蛭－虻虫等１０组药为《伤寒
论》方剂之常用药组。④解析１０个药组，计算其运用频度、亲和度、离组比，以揭示其配对亲和程度及其独立性或依存性
关系；分析其成组和离组运用功效，以表明其运用时机。结论 《伤寒论》方剂药组为后世医家用药之典范，迄今仍被广

泛使用；方剂计量学之药组分析法可以为方剂药组的研究和运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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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论》［１］方剂以用药精当、疗效卓著而备受后世医家
尊崇，被奉为临证处方之鼻祖，迄今仍被广泛运用。究其方内

所用药物，数量不多，且为常见药物，却组方缜密、配伍严谨，蕴

含丰富药用信息，尤其所立药对［２－４］和药组［５］的配合关系，值

得深入研究，效法运用。本研究对《伤寒论》之单元药组配伍

关系进行专题分析，而有关药对［２］配合的研究将由另文论述。

所谓单元药组，是指由三味或四味药组成的相对固定的药物配

伍结构，恰似建筑工程预制件一样，可随辨证而运用于不同临

证处方之中［６］。关于《伤寒论》药组，既往文献曾有作为“药

仨”“角药”等［１，５，７－１１］分析者，但运用计量学方法者鲜少，故本

研究尝试引入方剂计量学方法［１２－１６］并新立药组分析法加以探

讨，以期为药组配伍研究与运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样本

以明代赵开美宋刻本《伤寒论》所载方剂为研究对象。选

取其中方药记载完备，属于内服汤剂的方剂为研究样本；而对

于非内服、非汤剂或方中含有无法考证的特殊药物的方剂，则

不在选取之列。结果共选得样本方剂８８首。
１．２　分析方法

全部处方均录于Ｅｘｃｅｌ表中，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并引入方剂计量学新立指标与方法进行单元药组专项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伤寒论》方剂用药频数统计

统计《伤寒论》８８首方剂，全部用药４３１药次（１药运用１
次为１药次），共得不重复用药凡６０味。见表１。

表１　《伤寒论》８８首方剂６０味药用药频次统计

序号 方药 频次 序号 方药 频次 序号 方药 频次 序号 方药 频次

１ 甘草 ６３ １６ 栀子 ８ ３１ 当归 ２ ４６ 秦皮 １
２ 大枣 ３６ １７ 石膏 ７ ３２ 黄柏 ２ ４７ 升麻 １
３ 桂枝 ３５ １８ 柴胡 ６ ３３ 桃仁 ２ ４８ 蜀漆 １
４ 生姜 ３４ １９ 杏仁 ６ ３４ 阿胶 １ ４９ 水蛭 １
５ 芍药 ２６ ２０ 厚朴 ５ ３５ 白头翁 １ ５０ 天门冬 １
６ 人参 １８ ２１ 芒硝 ５ ３６ 代赭 １ ５１ 通草 １
７ 干姜 １７ ２２ 枳实 ５ ３７ 甘遂 １ ５２ 葳蕤 １
８ 半夏 １６ ２３ 豆豉 ４ ３８ 滑石 １ ５３ 吴茱萸 １
９ 附子 １６ ２４ 葛根 ４ ３９ 胶饴 １ ５４ 五味子 １
１０ 黄芩 １５ ２５ 粳米 ４ ４０ 桔梗 １ ５５ 旋覆花 １
１１ 麻黄 １３ ２６ 牡蛎 ４ ４１ 栝蒌实 １ ５６ 茵陈蒿 １
１２ 大黄 １２ ２７ 龙骨 ３ ４２ 栝楼根 １ ５７ 禹余粮 １
１３ 茯苓 １０ ２８ 细辛 ３ ４３ 麦门冬 １ ５８ 泽泻 １
１４ 黄连 １０ ２９ 知母 ３ ４４ 虻虫 １ ５９ 猪苓 １
１５ 白术 ８ ３０ 赤石脂 ２ ４５ 铅丹 １ ６０ 竹叶 １

　　在《伤寒论》６０味用药中，以甘草、大枣、桂枝、生姜、芍药
等５味药最为常用，使用频率在３０％以上；人参、干姜、半夏、
附子、黄芩、麻黄、大黄、茯苓、黄连、白术、栀子、石膏、柴胡、杏

仁、厚朴、芒硝、枳实等 １７味药亦较为常用，使用频率 ６％ ～
２０％；豆豉、葛根以下以及猪苓、竹叶，则运用较少，使用频率均
不足５％。尽管如此，当我们进行单元药组分析时，某些不常
用药物，却为参与组成重要药组的成分。

２．２　从药物聚类分析甄选《伤寒论》方剂单元药组
２．２．１　聚类分析　为了从方剂计量学角度寻找单元药组，需
要综合衡量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特将６０味药物在８８首方剂
中的运用数据作聚类分析。见图１。
２．２．２　单元药组　甄选从图１中所示树枝状系统结构可见，
凡右侧一枝向左侧分出三小枝或四小枝者，便可视为一个单元

药组。如石膏、知母、粳米三药即为其一。类似药组共有

１１组。但此１１个药组并非最终结果，犹须结合实际方剂加以

甄选。经查对，该１１个药组只有１０个药组分别包括于８８首
方剂中的１０首方剂内，故将此１０个药组审定为《伤寒论》单元
药组，见表２。而１０组之外的１组，即茵陈蒿、栀子、豆豉药组，
因无对应方剂，便不做单元药组论。

图１　《伤寒论》６０味药在８８方中运用情况聚类

２．３　《伤寒论》方剂单元药组特性分析
２．３．１　运用频度分析　单元药组在全部《伤寒论》方剂中的
出现频率，为其运用频度。用下式定义并计算：

ｐ＝ｍｎ
式中ｐ为运用频度；ｍ为某单元药组被用于《伤寒论》方

剂中的次数；ｎ＝８８，为《伤寒论》方剂数。如石膏 －知母 －粳
米药组运用 ２次，代入上式，得该单元药组之运用频度为
２２７％。１０个单元药组之运用频度计算结果见表２。
２．３．２　亲和度分析　单元药组各药之间结合运用之紧密与疏
松程度，称为亲和度，它是衡量单元药组稳定性的指标，用下式

定义并计算：

ｄ＝ １ｋ∑
ｋ

ｉ＝１
ｒｉ

式中ｄ为单元药组亲和度。ｒｉ为组内各药之间的相关系
数，ｉ＝１，２，－－－，ｋ；ｋ为相关系数之个数，ｋ＝Ｃ２ｚ；ｚ为组内
用药个数，或为３个，或为４个；若ｚ＝３，则ｋ＝Ｃ２３＝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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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２０２３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５

表２　《伤寒论》方剂药组特性分析

序号 单元药组 运用频度／％ 亲和度 药物离组比 药组运用功效（代表方） 药物离组运用功效（代表方）

１
石膏

知母

粳米

２．２７ ０．５８０
０．７１４
０．３３３
０．５００

清热养阴（白虎汤）

清气分热（大青龙汤）

滋阴降火（麻黄升麻汤）

甘缓和中（竹叶石膏汤）

２
天冬

葳蕤

升麻

１．１４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滋阴解表（麻黄升麻汤）

－－－
－－－
－－－

３
附子

白术

茯苓

２．２７ ０．２９４
０．８７５
０．７５０
０．８００

温阳祛湿（真武汤）

温肾助阳（四逆汤）

健脾燥湿（苓桂术甘汤）

健脾运湿（猪苓汤）

４

人参

半夏

黄芩

柴胡

４．５５ ０．４４０

０．７７８
０．７５０
０．７３３
０．３３３

和解少阳（小柴胡汤）

益气生津（白虎加人参汤）

化痰蠲饮（小陷胸汤）

清热燥湿（葛根芩连汤）

疏肝解郁（柴胡桂枝汤）

５

大枣

生姜

桂枝

甘草

２２．７３ ０．４４９

０．４４４
０．４１２
０．４２９
０．６８３

解肌发表，调和营卫（桂枝汤）

甘缓养血（当归四逆汤）

和中止呕（栀子生姜豉汤）

解肌发表（小柴胡汤）

调和药性（大青龙汤）

６
龙骨

牡蛎

蜀漆

１．１４ ０．６４１
０．６６７
０．７５０
０．０００

收敛固涩（桂枝去芍药加蜀漆

牡蛎龙骨救逆汤）

－－－
和阴散结（柴胡桂枝干姜汤）

－－－

７
桃仁

水蛭

虻虫

１．１４ ０．８０２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祛瘀通经（抵挡汤）

润燥缓急（桃核承气汤）

－－－
－－－

８
甘遂

大黄

芒硝

１．１４ 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７
０．８００

泻热逐水（大陷胸汤）

－－－
通便泻热（大承气汤）

软坚润燥（调味承气汤）

９
白头翁

秦皮

黄柏

１．１４ ０．８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００

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白头翁

汤）

－－－
－－－
清热燥湿（栀子柏皮汤）

１０

泽泻

猪苓

阿胶

滑石

１．１４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利水，养阴，清热（猪苓汤）

－－－
－－－
－－－
－－－

表３　１０个单元药组组内各药之间的相关系数

药物 相关系数 药物 相关系数 药物 相关系数 药物 相关系数

石膏－知母 ０．６３９ 人参－黄芩 ０．２９５ 桂枝－甘草 ０．４６０ 白头翁－秦皮 １．０００
石膏－粳米 ０．５４１ 人参－柴胡 ０．３１０ 龙骨－牡蛎 ０．８６１ 白头翁－黄柏 ０．７０３
知母－粳米 ０．５６０ 半夏－黄芩 ０．４９１ 龙骨－蜀漆 ０．５７１ 秦　皮－黄柏 ０．７０３
天冬－葳蕤 １．０００ 半夏－柴胡 ０．４５７ 牡蛎－蜀漆 ０．４９１ 泽　泻－猪苓 １．０００
天冬－升麻 １．０００ 黄芩－柴胡 ０．５９７ 桃仁－水蛭 ０．７０３ 泽　泻－阿胶 １．０００
葳蕤－升麻 １．０００ 大枣－生姜 ０．７６４ 桃仁－虻虫 ０．７０３ 泽　泻－滑石 １．０００
附子－白术 ０．２６１ 大枣－桂枝 ０．４５７ 水蛭－虻虫 １．０００ 猪　苓－阿胶 １．０００
附子－茯苓 ０．１１０ 大枣－甘草 ０．３７０ 甘遂－大黄 ０．２７０ 猪　苓－滑石 １．０００
白术－茯苓 ０．５１０ 生姜－桂枝 ０．４０４ 甘遂－芒硝 ０．４３７ 阿　胶－滑石 １．０００
人参－半夏 ０．４９１ 生姜－甘草 ０．２４１ 大黄－芒硝 ０．４７５

３，若ｚ＝４，则ｋ＝Ｃ２４ ＝４×３／２＝６。
　　为计算ｄ值，先计算各组内药物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ｉ，数据
由１０组３３种药在８８方中的运用频数（１，０）提供。见表３。
　　从表中数据可以计算各单元药组的亲和度。例如，附子、
白术、茯苓药组，ｄ＝１／３（０．１１０＋０．２６１＋０．５１０）＝０．２９４。
２．３．３　药物离组比分析　某单元药组中某药被用于不含该药
组之方剂内的频数与该药被用于《伤寒论》方剂内的频数之

比，称为该药对于该药组的离组比，这是衡量药物运用自由度

的指标。用下式定义并计算：

ｖｊ＝
ｍｊ－ｍ
ｍｊ

式中ｖｊ为药组中第 ｊ药的离组比。ｍｊ为药组中第 ｊ药的
运用次数，ｊ＝１，２，－－－，ｚ。例如，大枣、生姜、桂枝、甘草药
组，大枣ｖ１＝（３６－２０）／３６＝０．４４４，甘草 ｖ４＝（６３－２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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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８３。将１０个单元药组３３药的离组比列入表２。
２．３．４　功效分析单元药组具有特定功能，取决于成组各药之
特定配伍。而成组各药在组内所现功能与在组外用于其他方

剂时的功能是有差异的。本研究特将１０个单元药组的运用功
效和各药的离组运用功效及其代表方剂列于表２，以便研究与
运用。

３　讨论
所谓单元药组［１６－１７］，是指由三味或四味药组成的相对固

定的药物配伍结构，人们习惯将经常某三味或某四味药用于某

方，或三味、四味药自成一方使用，称为“药仨”［１３，１６，１８］“角

药”［７－１１］“药发”［１３，１６］。药组合用或可协同增效，或可减轻或

消除不良反应，甚至可产生与原药各不相同的新作用，不论效

用如何，却多为医家经验配伍习惯。这些运用习惯均系学习继

承《伤寒论》方剂基础上所形成。本研究首次采用方剂计量

学［７］新立方法对《伤寒论》方剂药组进行计量分析。将６０味
药物进行聚类，所得药组在原方中进一步查对，甄选出１０个药
组为《伤寒论》单元药组，随即采用计量学方法计算审定药组

之运用频度、亲和度、离组比及功效分析。便从不同角度揭示

《伤寒论》方剂的药组运用情况。

《伤寒论》方剂以“大枣 －生姜 －桂枝 －甘草”“人参 －半
夏－黄芩－柴胡”“石膏－知母 －粳米”“附子 －白术 －茯苓”
“天冬－葳蕤－升麻”“桃仁 －水蛭 －虻虫”等１０组药物为常
用药组。这与既往文献［８，１０］的分析基本相同。本研究则更深

入地提示了这些药组的特性：①药组的亲和程度由配合强度体
现，表２显示，“天冬－葳蕤 －升麻”“泽泻 －猪苓 －阿胶 －滑
石”其值均为１，居首位。“桃仁 －水蛭 －虻虫”“白头翁 －秦
皮－黄柏”同为０．８０２，“龙骨 －牡蛎 －蜀漆”（０．６４１），“石膏
－知母－粳米”（０．５８０）亦较高，其中石膏（７药次）、知母（３药
次）、粳米（４药次）均相对较高，说明该药组运用紧密且频繁。
“大枣－生姜－桂枝 －甘草”（０．４４９）、“人参 －半夏 －黄芩 －
柴胡”（０．４４０）、“甘遂 －大黄 －芒硝（０．３９４）”亲和度较低，
“附子－白术－茯苓”（０．２９４）最低。②运用频度则提示药组
是否常用，“大枣－生姜 －桂枝 －甘草”（２２．７３％）最常用，且
其单味药物运用在６０味药物频次降次排序中居前４。“人参
－半夏－黄芩 －柴胡”（４．５５％）次之，“龙骨 －牡蛎 －蜀漆”
“桃仁 －水蛭 －虻虫、甘遂 －大黄 －芒硝”等６组均较低，为
１１４％，相对不常用。“天冬－葳蕤－升麻”“泽泻 －猪苓 －阿
胶－滑石”“桃仁－水蛭－虻虫”“白头翁 －秦皮 －黄柏”运用
频度同为１．１４％，但其药组稳定性高。③离组比可比较药组
中药物的独立性或依存性程度，如“甘遂 －大黄 －芒硝”药组
之大黄离组比（０．９１７）大于芒硝（０．８０）、甘遂（０．００），换言之，
其依存性则小于芒硝、甘遂，说明大黄离组运用多余芒硝、甘

遂，另该组中大黄、芒硝使用频次相对较高，但甘遂仅运用 １
次，可见甘遂仅在药组中运用；“天冬 －葳蕤 －升麻”“泽泻 －
猪苓－阿胶－滑石”药物离组比均为０，提示７味药均无独立
性，无离组运用机会。“附子 －白术 －茯苓”之三药运用频次
均较高，其离组比分别为０．８７５、０．７５０、０．８０，说明此三味药虽
然频繁使用但以单药运用时更多。“人参 －半夏 －黄芩 －柴
胡”中单味药物运用频次亦相对较高，但药物离组比之柴胡

（０．３３３）显著低于人参（０．７７８）、半夏（０．７５０）、黄芩（０．７３３），
所以柴胡以药组形势运用时更多。“龙骨－牡蛎－蜀漆”药物
离组比之牡蛎（０．７５０）、龙骨（０．６６７）显著高于蜀漆（０．００），龙
骨、牡蛎离组运用机会较多，独立性较高。“桃仁 －水蛭 －虻
虫”药物离组比之水蛭、虻虫无独立性（０．００）而只能依赖桃仁
运用，桃仁则离组运用机会（０．５００）较多。另外白芍、干姜、麻
黄、黄连、栀子、杏仁、厚朴、枳实使用频次均相对较高，但在

１０个药组中并未运用。

从各药组的功效分析可见，《伤寒论》方剂所提供的经验，

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如“天冬－葳蕤 －升麻”常常相须为用，以蕴含其中的麻
黄升麻汤为代表增强滋阴解表，滋阴和阳、发越郁阳，在阴中升

阳，多用于正虚阳郁、虚实寒热混杂之手足厥逆、咽喉不利、唾

脓血、泄利不止等证。“泽泻－猪苓－阿胶 －滑石”相须为用，
以增强利水，养阴，清热，如猪苓汤，多用于治疗小便不利兼烦

渴、阴虚水停、咳而呕渴，心烦失眠等证。其他如桃仁－水蛭－
虻虫以祛瘀通经、润燥缓急；“白头翁－秦皮－黄柏”以清热解
毒，凉血止痢、清热燥湿；“龙骨－牡蛎－蜀漆”以收敛固涩、和
阴散结；“石膏－知母 －粳米”以清热养阴、清气分热、滋阴降
火、甘缓和中；“大枣 －生姜 －桂枝 －甘草”以解肌发表，调和
营卫、甘缓养血、和中止呕、解肌发表、调和药性；“人参 －半夏
－黄芩－柴胡”以和解少阳、益气生津、化痰蠲饮、清热燥湿、
疏肝解郁（柴胡桂枝汤）；“甘遂－大黄－芒硝”以泻热逐水、通
便泻热、软坚润燥；“附子 －白术 －茯苓”以温阳祛湿、温肾助
阳、健脾燥湿、健脾运湿；其中或相须，或相制，或相合，或相激，

均成为后世医家常用药对配合关系。

本研究不只甄选、解析了《伤寒论》方剂的药组关系，同时

也提出了方剂计量学新立药组分析法。该法尚可运用于其他

方药研究领域，如对某医家，或某学科、某病证所用方剂的药对

加以分析等，信其能有俾于方剂药组配伍的研究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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