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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开心散及类方的古代文献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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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典名方开心散载于《备急千金要方》，是古代医家治疗健忘的名方之一。经典名方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研究机

构和相关企业的重视，从古籍出发，考证方剂的源流，梳理主治衍变规律，制剂，服法，禁忌等内容是研究经典名方的重要内容。

考证结果表明，《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的创制可追溯至《集验方》开心散和《古今录验方》定志丸。后世医家在应用开心散的过

程中创制了许多类方，主治病证也有了拓展，在唐、宋时期，开心散及其类方的主治主要为喜忘、忧愁悲伤、惊悸恐怯等病证。

金、元时期，增加了动风抽搐、呵欠等病证。发展至明代，主治拓展了远视、近视、遗精、便浊等证。到了清代，主治又拓展了耳

目不聪、年老神衰和汗症。在治疗“目不能近视，反能远视”、遗精、便浊时，古人多重用人参、茯苓；治疗“目能近视，不能远视”

重用远志、菖蒲。其主治病机总结为心脾两虚，心肾不交，痰湿内阻。通过总结开心散类方的制剂内容，建议开心散中药复方

制剂的剂型可为丸剂，规格大小可遵循古人之“梧桐子大”，单颗药丸体积约 0.25 mL，质量约 0.3 g；单次服用起始剂量为 15 丸，

随病情轻重予以加减，以每次“不过四十丸”为度，每日 3 次。服药期间应忌酸、甜、羊肉等刺激性食物。以上结果可为开心散

中药复方制剂的开发提供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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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Ancient Literature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 Kaixinsan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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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assical prescription Kaixinsan，which is recorded in an ancient medical book named

Beiji Qianjin Yaofang，is one of the famous prescriptions used by ancient physicians to treat amnesia. Research 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related

enterprises. Based on ancient books，textual research on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riptions，combing the

evolution of prescriptions，preparations，oral ways，taboos and others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study 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eation of Kaixinsan in Beiji Qianjin Yaofang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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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d back to Kaixinsan recorded in Jiyanfang and Dingzhiwan recorded in Gujinluyanfang. Later generations of

physicians created many associated prescription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Kaixinsan，and the efficacy of these

prescriptions was constantly expand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aixinsan and its associated prescriptions were mainly used to treat amnesia，sorrow，fear，and other diseases.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these prescriptions were also used to treat convulsions and yawning. In the Ming

dynasty，they were mainly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opia，myopia，sprematorrhea，and constip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these herbs could be used to treat auricular deafness，aging and sweating. The dosage of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and Poria should be increased in the treatment of farsightedness，spermatorrhea and blurred urine，and

in the treatment of nearsightedness，the dosage of Polygalae Radix and Haliotidis Concha should be increased.

The main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that Kaixinsan and its associated prescriptions treated could be summarized

as the deficiency of heart and spleen，imbalance between heart-Yang and kidney-Yin，and the internal resistance

of phlegm stagnation. By summarizing the contents of the preparation of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products for

Kaixinsan and its associated prescription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osage form of Kaixinsan can be pills，with the

specification size confroming to the most record of ancient generations of physicians，as big as Firmiana

platanifolia's fruit.The volume of a single pill is about 0.25 mL and the weight is about 0.3 g. The initial dosage is

fifteen pills，which can be modified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the illness，with no more than forty pills for each

time，three times a day. Also，some excitant food like the sour food，sweet food and mutton should be avoided

during the medicati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literatur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ound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of Kaixinsan.

［Key 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Kaixinsan； associated prescriptions； compound

preparation；textual research

经典名方开心散是《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

批）》［1］之一，载于唐代医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卷十四·小肠腑》［2］，是临床上治疗记忆力下降的常

用方。为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加强古代经典名方

中药复方制剂的质量管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布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

理规定》（简称《规定》）［3］，《规定》要求“经典名方制

剂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制备方法、剂型、给药途径与

古代医籍记载一致，日用饮片剂量与古代医籍记载

相当；功能主治应当采用中医术语表述，与古代医

籍记载基本一致。”类方是组成、功效、主治相似的

一类方剂的综合概括，通过梳理《备急千金要方》开

心散及其类方的相关内容，对于掌握方剂的配伍特

点，明确主治病证，指导临床具有重要意义。后世

医家在应用《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的过程中，衍化

出了许多类方，如定志丸、桑螵蛸散等。经查阅现

代文献发现，有关《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药材指纹图谱特征、有效成分测定和药理

机制等层面［4-10］，从古籍层面进行分析的文献报道

较少［11-12］。鉴于《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目前的研究

现状，笔者重点检索唐代以来的相关文献，溯源穷

流，考证其主治、制剂、服法及禁忌等内容，从而为

经典名方复方制剂的开发与应用提供文献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数据来源与检索 以中医古籍数字图书

馆、中医古籍知识库、国医典藏、大医医学数据库、

《中华医典》、千年医典、中医智库等网络数据平台，

以“开心散”“定志丸”“好忘”“健忘”为关键词或内

容同时含“远志人参茯苓菖蒲”进行文献检索，并实

地查阅古籍予以补充和佐证。

1.2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明确记载了开心散的组成、主

治和剂量等相关内容；②方名不同但组成、主治病

机与《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类似。

1.2.2 排除标准 ①检索结果无相关内容可用；
②组成、主治病机与《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完全

不同。

1.3 数据规范 纳入的文献资料以影印版原文为

准，多个版本的以较早版本为准，文献内容原则上

不做修改和转换。

2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375 条，满足条件的

文献 99 条，来源于 74 部古籍。按照朝代分布为北

周 1 部，唐代 4 部，宋代 12 部，金代 2 部，元代 5 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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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33 部，清代 17 部。

2.1 源流考 本次检索到方名含“开心”的方 12

首，方名有“开心散”“聪明不忘开心方”和“开心

丸”。《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之前，北周时期姚僧垣著

《集验方》［13］卷五·治虚劳遗精及益智方就载有开心

散，由菖蒲、茯苓各三两，人参二两，远志四两组成，

主治为“令人不忘”；唐代《古今录验方》［14］所载疗五

惊、心气不定、喜怒不安方之定志丸由远志二两，人

参三两，茯苓三两，菖蒲二两组成，主治为“主心气

不定，五脏不足，甚者忧愁悲伤不乐，忽忽喜忘，朝

瘥暮剧，暮瘥朝发，发则狂眩。”经考证，《备急千金

要方》中许多方药论述与《集验方》《古今录验方》存

在相似之处，且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曰：

“自馀郭玉、范汪、僧垣、阮炳，上极文字之初，下讫

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

去众说之所未至，成书一部，㧾三十卷。”《新校备急

千金要方》序明确阐述了此著作乃集郭玉、范汪、姚

僧垣等前人医术之大成，并加以整理而成。又因

《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集验方》开心散和《古今

录验方》定志丸三首方在组成、主治方面极为相似，

因此推测，《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的创制继承了

《集验方》开心散和《古今录验方》定志丸的遣药

思想。

此外，还发现方名含“开心”的类方，其组成基

本一致，主治多为沿袭《古今录验方》定志丸的主治

范畴，即喜忘、忧愁悲伤等证，具体内容见表 1。

2.2 《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主治考 《备急千金要

方》原文记载“开心散，主好忘方。”全方重用茯苓以

健脾渗湿，宁心益智；远志为心家之气分药，亦为心

肾二经滋养精血之妙药。人参配伍远志增强益气

养心，交通心肾之功；菖蒲与茯苓配伍，增强开窍渗

湿之效。全方配伍，具有养心开窍，健脾祛湿，交通

心肾之功，可治疗心失所养，痰阻心窍，心肾不交所

致之善忘。

2.3 类方主治考

2.3.1 喜忘、忧愁悲伤、惊悸恐怯 自唐代以来，多

部古籍都记载了开心散类方可治疗喜忘、忧愁悲

伤、惊悸恐怯等病证，且方药组成基本包含了开心

散药物，如唐代《备急千金要方》的令人不忘方、唐

代《千金翼方》之补心治遗忘方、宋代《圣济总录》的

远志散、金代的《风科集验名方》所载茯神散、元代

《丹溪心法》的定志丸、明代《医学入门》的定志

丸等［2，24-66］。

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四·小肠腑》［2］中记载

令人不忘方则重用远志，以交通心肾，安神益志。

唐代《千金翼方·卷第十六·心风第五》［24］中补心治

遗忘方由开心散加通草、石决明，镇心安神且利水

下行以治疗中风后健忘等病证。宋代《太平圣惠

方·第四卷·补心益智及治健忘诸方》［27］之远志散则

由开心散加熟地黄二两，再配伍决明子、薯蓣、桂心

等药，既安神益智，益气温阳，又平肝明目，以治疗

心阳不足，肝阳偏亢之记忆下降及耳目不聪；由开

表 1 开心散源流

Table 1 Origin of Kaixinsan

朝代

北周

唐

唐

宋

金

元

明

清

书名

《集验方》[13]

《古今录验方》[14]

《备急千金要方》[2]

《医心方》[15]

《圣济总录》[16]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7]

《风科集验名方》[18]

《永类钤方》[19]

《世医得效方》[20]

《证治准绳·类方》[21]

《景岳全书》[22]

《医灯续焰》[23]

方名

开心散

定志丸

开心散

开心散

聪明不忘开心方

开心丸

开心散

开心散

开心散

开心散

开心散

开心散

开心散

主治

令人不忘

主心气不定，五脏不足，甚者忧愁悲伤不乐，忽忽喜忘，朝瘥暮剧，暮瘥朝发，发则狂眩。

主好忘

主好忘

闻声知情不忘

治心虚善忘，久服强记不忘

治心气不定，五脏不足，甚者忧忧愁愁不乐，忽忽喜忘，朝差暮剧，暮差朝发。及因事有

所大惊，梦寐不祥，登高履险，致神魂不安，惊悸恐怯

治好忘

治心气不定，忧思多忘，神魂惊悸

治心气不定，五脏不足，甚者忧忧愁愁不乐，忽忽喜忘，朝差暮剧，暮差朝发。及因事有

所大惊，梦寐不祥，登高履险，致神魂不安，惊悸恐怯

治好忘

治好忘

治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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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散加入薯蓣、牛膝、附子、枸杞、桔梗、天冬、桂心

之薯蓣丸，配伍温热之药以温通心阳，桔梗载药上

行，引药入心经，诸药合用，有补心益智，安神强记

之功效。宋代《本草衍义·卷十七》［28］记载桑螵蛸

散，该方在开心散基础上配伍桑螵蛸、龙骨、当归、

龟甲等药，其曰：“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补心

气。”《圣济总录·卷第四十三·心健忘》［16］由开心散

加黄连而成的远志散则具有益气健脾，开窍化痰，

清心除烦之功，主治心热健忘。《三因极一病证方

论·卷之九·健忘证治》［17］的菖蒲益智丸由开心散加

桔梗、牛膝、桂心、附子等药物组成，安神定志，温阳

开窍以治心阳不足，神志不安所致的多忘。金代

《风科集验名方·卷十四·风惊悸》［18］的茯神散由开

心散易茯苓为茯神，加黄芪、羚羊角、石膏、防风等

药，治疗脏气亏虚，风邪入经证见心神烦乱，志意不

安，或卧惊恐。

明代方剂专著《医方考·卷五·惊悸怔忡门》［42］

对《仁斋直指方论·卷之十一·健忘》［31］中养心汤和

宁志丸进行了方义论述，记载养心汤曰：“精则养

神，故用人参、黄芪、茯神、茯苓、甘草以益气。又曰

静则神藏，燥则消亡，故用当归、远志、柏仁、酸枣

仁、五味子以润燥，养气所以养神，润燥所以润血。

若川芎者，所以调肝而益心之母，半夏曲所以醒脾

而益心之子。辣桂辛热，从火化也。”记载宁志丸

曰：“重可以去怯，故用朱砂。明可以安神，故用琥

珀。香可以利窍，故用乳香、菖蒲。气可以生神，故

用参、苓、茯神。仁可以归心，故用柏仁、枣仁。酸

可使养津，故用远志。润可以益血，故用当归。”明

代《医学原理·卷九·怔忡惊悸门》［36］记载八味定志

丸，曰：“用菖蒲通心神，人参、白术、茯苓以补心气，

远志、茯神、牛黄安神定悸，麦门冬以清烦热。”明代

《寿世保元·戊集五卷·不寐》［47］的加味定志丸由开

心散去茯苓加茯神、酸枣仁、柏子仁增强养心安神

之效，治心血不足所致的不寐、健忘。明代《医学入

门·卷四·内伤类》［49］的加减固本丸则由开心散加丹

参、天冬、熟地黄、朱砂、麦冬、葱白、蜜而成，在益气

健脾，开窍化痰基础上滋阴安神，调补心肾，用治阴

虚血少之健忘。明代《养生类要·前集·男女论》［51］

的安神定志丸由开心散加茯神、白术、酸枣仁、麦

冬、牛黄、辰砂，专为勤政劳心、灯窗苦读之人因忧

思劳神过度，耗伤心肾之阴，痰热内扰致健忘而设。

龚信《古今医鉴·卷八·健忘》［52］载有加味定志丸和

状元丸，加味定志丸则由开心散去茯苓加四物汤、

姜汁、蜜而成，在益气健脾，开窍安神基础上增加养

血之功，主治血虚气弱之健忘；状元丸由开心散加

茯神、巴戟天、地骨皮，重在温阳开窍，定志宁神。

2.3.2 视物障碍 明代《玉机微义·眼目门》［67］的定

志丸，《明医杂著·卷之六·附方》［68］的定志丸，《内科

摘要·卷之下·肝脾肾亏损头目耳鼻等症》［69］的定志

丸，《古今医统大全·下·卷之六十一·眼科》［70］的定

志丸，《医宗撮精·卷四·脾肺肾亏损遗精白浊吐血

便血等症》［71］的定志丸都可治疗“目不能近视，反能

远视”，明代《审视瑶函·卷五·内障》［72］的定志丸除

能治“目不能近视，反能远视”外，还能治喜忘、忧愁

悲伤、不寐惊悸。

明代《苍生司命·卷六·目病证》［73］的定志丸、

《商便奇方·卷三·目病主方》［74］的定志丸，《寿世保

元·己集六卷·眼目》［47］的定志丸和加味定志丸，清

代《一草亭目科全书》［75］的定志丸，《成方切用·卷十

二上·眼目门》［76］的定志丸都可治“目能近视，不能

远视”。明代《景岳全书·五十三卷·补阵》［22］的定志

丸除了能治“目能近视，不能远视”外，还治忧愁悲

伤、喜忘。

经考证发现，古人运用定志丸治疗“目不能近

视，反能远视”多重用人参、茯苓，治疗“目能近视，

不能远视”多重用远志、菖蒲。

2.3.3 梦遗或便浊 明代《丹溪心法附余·卷之八·

赤白浊》［77］的加味定志丸、《名医类案·卷五·便

浊》［78］的定志丸、《古今医统大全·下·卷之七十二·

便浊门》［70］的定志丸，《国医宗旨·卷之三》［79］的定志

丸、清代《冯氏锦囊秘录·卷十四·方脉梦遗精滑白

浊合参》［80］的定志丸都可治梦遗或便浊，且多重用

人参、茯苓。

2.3.4 耳目不聪或年老神衰 宋代《温隐居海上仙

方·第八证治老人下部痿弱病》［81］记载用黑锡丹合

定志丸加味治疗老人心肾亏虚，膀胱虚寒，其曰：

“治老人心肾俱不足，下部痿衰阳气促，黑锡丹交定

志丸将附益煎汤服。”清代《辨证录·卷四·健忘

门》［82］开心散去茯苓加茯神、熟地黄、山茱萸、生枣

仁、柏子仁、白芥子之生慧汤，其曰：“此方心肾兼

补，上下相资，实治健忘之圣药，苟能日用一剂，不

特却忘，并有延龄之庆矣。”清代《冯氏锦囊秘录·卷

六·方脉耳病合参》［80］载有固本耳聪丸，由开心散去

茯苓加白茯神（人乳拌炒）、熟地黄、柏子仁、五味

子、山药，治心肾不足，诸虚耳聋。清代林佩琴《类

证治裁·卷四·健忘》［63］之加减固本丸，由开心散加

熟地黄、天冬、麦冬、炙甘草、朱砂加强了滋阴填精

补髓之功，主治健忘或年老神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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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其他 金代《儒门事亲·卷五·发惊潮搐》［83］

治疗脐风抽搐急症，曰：“不省人事，目瞪喘急……

若食乳之子，母亦服安魂定魄之剂，定志丸之类。”

元代《活幼口议·卷四·议呵欠》［84］用定志丸合麦门

冬汤治疗营血不足，神不守舍，呵欠遁闷。明代《幼

科医学指南·卷三·肝经类方》［85］中定志丸加琥珀、

珍珠、朱砂等药物治疗肝风内动之惊风抽搐。清代

《笔花医镜·卷四·产后诸症》［86］用安神定志丸加人

参、当归、川芎等药治疗血虚神不守舍，心慌自汗。

2.3.6 主治小结 《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及其类

方从创立至清代，历经 1 200 余年，其功效主治随着

方药的组成和剂量变化而变化，方义不断丰富和发

展。在唐、宋时期，主治主要为心脾气虚，心肾不

交，痰湿内阻所致的喜忘、忧愁悲伤、惊悸恐怯等病

证；至金、元时期，拓展了脐风抽搐和营血不足所致

的神不守舍，呵欠遁闷；发展至明代，主治拓展了心

血（阴）虚所致的“目不能近视，反能远视”；心气

（阳）虚所致的“目能近视，不能远视”；心肾不交，淫

火妄动所致的遗精、便浊；血虚所致肝风内动，惊风

抽搐等急证；到了清代，主治又拓展了心肾亏虚所

致的耳目不聪或年老神衰。综上，《备急千金要方》

开心散及其类方主治病机为心脾两虚，心肾不交，

痰湿内阻。

建议开心散及其类方复方制剂的功效为养心

开窍，健脾祛湿，交通心肾，主治病证为喜忘、忧愁

悲伤、惊悸恐怯、“目不能近视，反能远视”“目能近

视，不能远视”、遗精、便浊、耳目不聪、年老神衰。

2.4 制剂、服法、禁忌考 《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

为散剂，而其类方的剂型最常见为丸剂。丸剂添加

的辅料较常见的是朱（辰）砂和蜜，规格大小多为

“梧桐子大”。《雷公炮炙论》［87］记载：“云如梧桐子许

者，取重十四两鲤鱼目比之。”经查阅现代文献［88］，

“梧桐子大”单颗药丸体积约为 0.25 mL，质量约

0.3 g。

《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的服法为“饮服方寸

匕，日三”“方寸匕”即“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

度。”经查阅现代文献［89］，一“方寸匕”草木药末重约

1 g。服用的频次，结合孙思邈的其他著作，其方药

的服用频次有“一日一度”“日再”“日三”“分三服”

“日三夜一”等多种记载，故笔者推测，“日三”意为

白天服 3 次。类方的服用剂量，后世医家记载不一，

少则 6 丸［14］，多达七八十丸［37］，根据频数统计，单次

服用剂量“七丸至二三十丸”频率最多，经计算，平

均为 15 丸。《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论服饵第八》［2］对

于丸剂的服法，其曰：“凡药丸如梧桐子大，补者十

丸为始，从一服渐加，不过四十丸，过亦损人。”综合

考虑《备急千金要方》对丸剂服法的记载及后世医

家对开心散类方制剂、服法的论述，笔者认为，开心

散复方制剂的剂型可为丸剂，规格大小可遵循古人

之“梧桐子大”，单次服用起始剂量为 15 丸，随病情

轻重加减，以“不过四十丸”为度，每日 3 次。

《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论服饵第八》［2］记载：“半

夏、菖蒲忌饴糖及羊肉。”《外台秘要·卷十五·风惊

恐失志喜忘及妄言》［25］记载茯神丸，注曰：“忌酢物、

羊肉、饧。”“酢”即为醋，可延伸为酸味类的食物；
“饧”即糖块，可理解为甜味类的食物。综上，服用

开心散及其类方当忌酸、甜、羊肉等刺激性食物。

3 小结和讨论

“开心”一词含义较为丰富，汉·王充《论衡·第

八卷·艺增篇》［90］：“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

觉悟。”意为心情舒畅。《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

传》［91］载：“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此处为开露心

意，坦诚相待的意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

第三·勉学第八》［92］：“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此

处为开通思想，启发智慧之意。宋·梅尧臣著诗《春

寒》云：“蝶寒方敛翅，花冷不开心”。“开心”在此诗

中为花朵开放之意［93］。中医对“开心”的解释则多

为开通心窍。如宋·苏轼《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

园送麦门冬饮子》曰：“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

手自煎。”［94］《神农本草经》［95］有多处提及“开心”，其

中菖蒲载：“味辛温无毒，开心补五藏，通九窍，明耳

目。”《现代汉语词典》［96］释义：①心情快乐舒畅②戏

弄人以取乐。本方“开心”冠以方名，并非心情舒畅

之意，而是开通心窍，治疗由心失所养，痰阻心窍，

心肾不交所致之善忘，即今之健忘，临床主要表现

为记忆力减退，遇事多忘。

“类方”是组成、功效及主治类似的方剂的综合

概括，常常包含“母方”（亦称为“祖方”）和“子方”两

部分，这两部分既可以存在源流关系，亦可以不存

在源流关系，但组成、功效及主治须类似，都可以称

为“类方”［97］。明代施沛著《祖剂》为类方体例的代

表作，对方剂分类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备急千金要

方》开心散及其类方主治从“好忘”拓展到忧愁悲

伤、惊悸恐怯、“目不能近视，反能远视”“目能近视，

不能远视”、遗精、便浊、耳目不聪及年老神衰等病

证，提示开心散及其类方复方制剂具有广阔的研究

前景和庞大的市场需求 ，值得深入挖掘和大力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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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忘”一名始见于宋代王佑等主编的《太平圣

惠方·第四卷·补心益智及治健忘》［27］，在宋以前则

称“喜忘”“善忘”“好忘”“多忘”等，自宋以后并延用

至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九·健忘证治》［17］

云：“脾主意与思……今脾受损，则意舍不清，心神

不宁，使人健忘。”心为君主之官，具有“藏神”和“主

神明”的功能，心之气血充盈，则表现为人的神志清

晰，思维敏捷。然气血源于脾，若脾虚则化源不足，

气弱血少，心失所养，神无所附，可致善忘。《医方集

解·补养之剂》［98］云：“人之精与志，皆藏于肾，肾精

不足则肾气衰，不能上通于心，故迷惑善忘也。”《丹

溪心法·卷四·健忘》［35］认为：“健忘精神短少者多，

亦有痰者。”《医林绳墨·卷三·健忘》［40］记载“有问事

不 知 首 尾 ，作 事 忽 略 而 不 记 者 ，此 因 痰 迷 心 窍

也……宜开导其痰。”痰湿为阴邪，易耗伤阳气。若

蒙蔽心窍，则出现“忧愁惊恐”“恍惚惊悸怔忡”等

“心气不得主”的症状；若蒙蔽头窍，则耳目不聪。

方中配伍菖蒲与茯苓正是祛痰开窍之意。《医垒元

戎·卷九·振悸酸枣仁例》［99］曰∶“目能近视，责其有

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法当补心。”《医方考·卷

之三·精浊门》［42］云：“所以精浊者，心为之也，一动

其心，而天君摇摇，则精浊走失矣。”

综上分析，开心散及其类方治疗病证的病性可

概括为本虚标实，或虚实夹杂。病位主要涉及心、

脾、肾，其病理过程为心气虚，致心失所养，神志不

宁，故出现惊悸怔忡、恍惚忧愁悲伤不乐、善忘不

寐；脾虚和痰湿常互为因果，脾虚则痰湿内生或湿

邪困脾都可致气血难以生化，血不养心，或痰湿阻

窍，皆可出现惊悸怔忡、善忘，甚或耳目不聪。脾为

诸阴之首，目为血脉之宗，心阴（血）不足，当心脾同

治，重用远志、茯苓助气血生化，滋补心血，故能治

“能远视不能近视”。古人认为，心属离火，心火不

足，脾亦受损，故重用人参、茯苓以健脾益气，心气

盛则脾土旺，故能治“目能近视不能远视”；血虚重

者，可虚风内生，致惊风抽搐。精浊为肾之液，心为

君主之官，淫火妄动则心肾不交而精易泄。

本研究从古籍出发，对《备急千金要方》开心散

及其类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于分析开心散及其

类方的主治衍变具有重要意义，进而为其复方制剂

的开发应用提供文献依据。然本研究亦存在一些

不足，①仅仅是对古籍的梳理，未进行主治与剂量

差异的关联分析；②开心散及其类方主治病证较

多，如既能治“能近视不能远视”，也能治“能远视不

能近视”，然其组成一致却剂量不一，应当采用现代

研究方法，探索出最佳的配伍比例，从而为其复方

制剂的开发提供科学合理的论证依据；③开心散及

其类方的剂型有散剂、汤剂和丸剂，其中丸剂最为

多见，这为确定其复方制剂的剂型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依据，但有必要通过现代研究方法探索不同剂型

在有效成分含量、临床疗效方面的差异，从而为最

终确立其复方制剂的剂型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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