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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

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

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 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

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

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

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

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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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reparation Process of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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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reparation process of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The production methods for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in Song Dynasty include cake-making of
Pinelliae Rhizoma together with ginger juice and fermentation after cake-making，and the former method of cake-
making was the mainstream. The process technology i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inherited from that in Song
Dynasty，and the application of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had certain limitations.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s of
Ming Dynasty elucidated the mechanism of processing of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and proposed the view of

“sliced Pinelliae Rhizoma being potent while fermented Pinelliae Rhizoma being mild”. In the Ming Dynasty，LI
Shi-Zhen defined the cake-making process and fermentation process for Pinelliae Rhizoma， and HAN Mao’s
Han Shi Yi Tong（Han’s Clear View of Medicine）contained five prescriptions for the processing of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which had the epoch-making signficance in the expansion of prescriptions for the processing
of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In the Qing Dynasty，HAN Fei-Xia’s ten methods for making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were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methods recorded in Han Shi Yi Tong， and at that time， the
processing of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and the preparation of Massa Medicata Fermentata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local experience in the preparation of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ethod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local preparation
technical standards gradually became the same. Moreover，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d the issues of the importance of

“Pinelliae Rhizoma”and“ingredients for fermentation”，the pre-treatment of Pinelliae Rhizoma，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ake-making process and fermentation process for Pinelliae Rhizoma，the amount of flour added as well
as the timing of adding， the addition of Massa Medicata Fermentata powder， the role of Alum in 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 and so on.
Keywords：Pinelliae Rhizoma；Pinelliae Rhizoma Fermentata；cake-making of Pinelliae Rhizoma； preparation

process；Han Shi Yi Tong（Han’s Clear View of Medicine）；Massa Medicata Fermentata； Song
Dynasty；Ming Dynasty

半夏曲之名始于宋代，历代医家在半夏曲的

组方、前期药物处理、制作工艺等方面均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现行《卫生部药品标准》[1]中记载，

半夏曲是由清半夏、白矾、六神曲、生姜汁、面

粉混合发酵而成，具有降逆止呕、止咳化痰的功

能。现行的半夏曲曲方是清末半夏曲方的沿续，

但受到神曲制作工艺与配方的影响，实际上已经

背离了早期半夏制曲的本意，将宋明时期半夏发

酵以减其峻猛之性的目的，逐渐演变为在神曲配

方中辅以清半夏为佐助。本研究基于文献考证，

探讨古代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并对重点

曲种进行古法重现，以期对现代半夏曲的研究提

供思路与借鉴。

1 宋金元时期半夏曲的制作方法

1. 1 宋代半夏曲的两种制作方法 半夏曲之名始

于宋代 [2]。《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是

斋百一选方》《世医得效方》等大量医书中均有半

夏曲的应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工艺有半夏生姜

制饼法及半夏生姜发酵制曲法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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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半夏生姜制饼法。即将半夏粉与姜

汁混合制饼再晒干，不涉及发酵的工序。如张锐

《鸡峰普济方》卷1“草木肉药”载：“半夏曲，以

上每半夏一两，用生姜二两，同捣，捏作片子，

焙干”[3]。文中半夏曲并未提及发酵。陈衍《宝庆

本草折衷》卷10“半夏”载：“以净半夏为末，捣

生姜真汁拌和，团作小饼子，曝或焙干，临用当

炙黄，谓之半夏曲”[4]；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

“辨识修制药物法度”载：“半夏曲，以洗过半夏

为末，以生姜自然汁捏为饼子，炙黄用”[5]。以上

两书中的半夏曲均为半夏汤洗（沸水烫洗，以去除

半夏表面的滑液与表皮）后，晒干，研细，加鲜姜

汁，抟为饼。亦无发酵的过程。笔者曾依照上法

制作半夏曲：取生半夏30 g，经沸水洗7次后，切

片，晒干，碾细粉；捣鲜生姜汁，拌入半夏粉

中，抟为薄饼；用砂锅小火焙，其间用平铲翻

动，半夏饼两面均呈淡黄色，切开内部无生心

即可。闻之微香，口尝稍有辛味及姜味，咽部无

不适。

宋代众多文献均将这种未经发酵的半夏生姜

所制之饼，称之为半夏曲，显然并不是在表述省

略或笔误。很可能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而且是

主流。

第二种是半夏生姜发酵制曲法。即半夏粉与

生姜混合后发酵制曲。如宋代王璆《是斋百一选

方》卷 5“三仙丸”载：“天南星（生，去皮）、半

夏（沸汤泡七遍），二味各五两，碾为细末，用生

姜自然汁和，不可太软，但手捏得聚为度，摊在

筛内，令楮叶盖之，令发黄色，晒干收之，须是

五、六月内做曲，如酱黄法；香附子（略炒，于砖

上磨去毛，五两）”[6]88。文中天南星与半夏混合

后，采用造酱黄法制曲。有关造酱黄法，南宋叶

梦得《水云录》载：“用汁和面，豆、杏仁作饼，

麻叶或楮叶包罯，如造酱黄法，待生黄衣，晒收

之”[7]1038。从文中记载可知，六神曲与半夏曲的制

作方法相同。笔者曾依照上法制作半夏曲：取生

半夏30 g，沸水洗7次，晾干，碾细粉。用鲜姜捣

汁，拌入半夏粉中，混合至“抓之成团，伸手能

散”的程度。抟成小饼，用牛皮纸包裹，置棉被

中罨黄，尝之有轻度咽痛。

笔者在古籍中未找到采用半夏与生姜发酵制

曲的资料，这种后世推崇的发酵法在宋代很可能

并非主流。

1. 2 金元时期半夏曲的制作 金元时期半夏曲的

制作延续了宋代的习惯。如元代著名医家许国祯

《御药院方》卷1“蝎梢半夏丸”载：“半夏，汤洗

七返，用生姜制作曲”[8]19 。至于半夏与生姜配伍的

比例，同书卷 3“调胃散”载：“半夏曲，每一两

用生姜三两半”[8]36。但从上述描述中并不能辨别其

制作工艺是采用半夏生姜制饼法还是半夏生姜发

酵法。

另外，半夏曲在金元时期的应用并未达成共

识。如火热派的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中收载的半夏汤、桂枝羌活汤、麻黄羌活汤等均

应用了半夏曲。但是，补土派张元素的《医学启

源》及李东垣的《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中均

未涉及半夏曲的运用，仅元代李杲的 《兰室秘

藏》“失笑丸”中记载了半夏曲的应用，李东垣的

弟子王好古的《此事难知》《医垒元戎》中有半夏

曲的记载。而攻下派张从正的《儒门事亲》中并

无应用半夏曲的案例。滋阴派朱丹溪的《丹溪心

法》应用半夏曲则最多。

2 明代对半夏曲相关理论的阐发及对半夏

曲方的扩展

2. 1 区分半夏饼与半夏曲 明代的李时珍认识到

宋代半夏饼与半夏曲名称的混淆问题，在《本草

纲目》中明确指出：“今治半夏，惟洗去皮垢，以

汤泡浸七日，逐日换汤，干切片，姜汁拌焙入

药。或研为末，以姜汁入汤浸澄三日，沥去涎

水，晒干用，谓之半夏粉。或研末以姜汁和作饼

子，日干用，谓之半夏饼。或研末以姜汁、白矾

汤和作饼，楮叶包置篮中，待生黄衣，日干用，

谓之半夏曲”[7]818。文中指出半夏的基础炮制为汤洗

姜制，所得半夏研粉与姜汁混合捏作半夏饼，经

发酵后称为半夏曲。这种观点在当时有立言破惑

的作用。

2. 2 阐释半夏曲炮制机理 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

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如韩懋《韩氏医通》载：

“痰分之病，半夏为主。脾主湿，每恶湿，湿生

痰，而寒又生湿。故半夏之辛，燥湿也。然必造

而为曲。……古方二陈汤，以此为君，世医因

辛，反减至少许；而茯苓渗湿，陈皮行气，甘草

醒脾，皆臣佐使，而反多其铢两，盖不造曲之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年第41卷792



过”[9]。文中指出，前人用二陈汤，由于忌惮半夏

的辛燥，往往减少其用量，导致二陈汤中作为

臣、佐、使的药物用量多于半夏，不符合古方原

义，故改用半夏造曲，以减其辛烈之性。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卷 97“诸药制法”

亦载：“中用者，宜半夏曲，曲之性不甚燥而得中

和故也”[10]1284，明确指出半夏曲性不甚燥。陈嘉谟

《本草蒙筌》卷3“半夏”指出：“片则刀峻，曲则

力柔”[11]，即半夏切片药力较猛，而制曲后药力变

柔和，燥性减低。

2. 3 《韩氏医通》半夏曲方及其影响 韩懋的

《韩氏医通》中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展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书中记载了5种半夏曲的配方，分述如下：

第一种半夏曲方由半夏、生姜汁、白矾汤组

成。《韩氏医通》 卷下“药性载成章第七”载：

“以生姜自然汁，生白矾汤等分，共和造曲，楮叶

包裹，风干，然后入药”[9]，指出生姜自然汁与白

矾汤的用量相等。生姜自然汁为鲜姜捣汁而成，

不添加水分。白矾的溶解度为 5.90 g/100 g（水），

二者浓度均固定不变。至于曲饼的干湿程度，宋

代朱肱在《酒经》“顿递祠祭曲”中总结为：“面

拌时，须干湿所得，不可贪水。握得聚，扑得

散，是其要诀也”[12]，指出曲饼的干湿程度为“抓

之成团，伸手能散”。这种设定的姜汁矾汤比例与

曲饼的干湿程度，实际上已经固定了半夏曲中3种
药物的比例。用白矾炮制半夏始于宋代，当时半

夏通行的炮制方法为汤洗姜制，故将新出现的矾

制半夏称为“新法半夏”[6]92。用白矾制半夏的目

的，《韩氏医通》载：“观法制半夏，以姜、矾制

辛，即能大嚼是也”[9]，指出用姜矾制过的半夏，

对咽喉的刺激性大幅减轻。故认为生姜与白矾均

能减少半夏的辛味，制半夏之毒。笔者曾用生姜

捣汁取10 mL与白矾饱合液10 mL兑在一起后，拌

入 40 g生半夏粉中，抟至“抓之成团，伸手能

散”的程度。再将曲饼用牛皮纸包裹，外覆棉

被，23 d后取出，曲饼表面覆青黄色毛，质疏松，

断面色白，易碎，有丝窝，趁湿切成小块。取少许

尝之，咽部无丝毫不适。

第二种半夏曲方由半夏、老姜汤、枯矾组

成，可治疗湿痰。《韩氏医通》载：“湿痰白色，

寒痰清，以老姜煎浓汤，加煅白矾三分之一，如

半夏三两，煅矾一两，俱造曲如前法”[9]。文中白

矾需煅制，用量为半夏的 1/3，远大于前述矾汤的

用量。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收载的曲方，减

少了《韩氏医通》中枯矾的比例：“若研末掺少枯

矾，每泡过半夏四两，入枯矾一两共研。拌姜汁

捏作小饼。楮叶包裹，风际阴干，此又名半夏曲

也”[11]。文中枯矾用量为半夏的1/4。笔者曾取半夏

30 g，枯矾10 g，以老姜煎浓汁，抟成曲饼。用牛

皮纸包裹曲饼，外覆棉被，22 d后取出，切成小

块，易碎，丝窝明显。尝之酸涩感明显，咽部无

刺激感。

第三种半夏曲方由半夏、姜汁、皂角组成，

治疗风痰。《韩氏医通》载：“风痰，以猪牙皂角

煮汁去渣，炼膏如饧，入姜汁”[9]。笔者曾取皂角

若干水浸，刮去果皮，切碎，水煎40 min，用手搓

揉药渣，使果肉尽量揉出，去渣滓。浓缩皂角汁

呈膏状，加入姜汁、半夏粉，抟成饼。用牛皮纸

包裹曲饼，外覆棉被，22 d后取出，表面覆青黄色

毛。切开，不易破碎，断面疏松，有丝窝。尝之

咽部有轻度刺激性。

第四种半夏曲方由半夏、姜汁、竹沥或荆沥

（即黄荆沥，为马鞭草科植物黄荆Vitex negundo L.
的茎用火烤灼而流出的液汁，具有清热、化痰、

定惊之功效）组成，治疗火痰。《韩氏医通》载：

“火痰黑色，老痰如胶，以竹沥或荆沥入姜汁。”[9]

第五种半夏曲方由半夏、霞天膏、白芥子、

姜汁、矾汤、竹沥组成，治疗痰积沉痼。《韩氏医

通》载：“予又以霞天膏加白芥子三分之二，姜

汁、矾汤、竹沥造曲，治痰积沉痼者，自然能

使腐败随大小便出，或散而为疮，此半夏曲之

妙也。”[9]

《韩氏医通》中还记载了 5个半夏曲临床应用

的配伍：“佐以南星，治风痰；以姜汁酒浸炒芩、

连及栝蒌实，香油拌曲略炒之类，治火痰；以麸

炒枳壳、枳实，姜汁浸蒸大黄、海粉之类，治老

痰；以苍术、白术俱米泔姜汁浸炒，甚至干姜、

乌头，皆治湿痰。而常有脾泄者，以肉豆蔻配半

夏曲，加神曲、麦芽作丸，尤有奇效”[9]。治疗风

痰、火痰、老痰、湿痰的半夏曲方已于前文分别

列出，这里列出的药物是上文相应的半夏曲的常

用配伍药对。

韩懋《韩氏医通》中的制半夏曲法在当时已

引起同仁的重视，同时代的许希周的 《药性粗

评》、陈嘉谟的《本草蒙筌》、王文洁的《太乙仙

制本草药性大全》、皇甫嵩的《本草发明》、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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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的《本草纲目》、李中立的《本草原始》等均有

收录。本法在明清时期的影响非常大。

2. 4 对半夏曲制作工艺的改进 明代对半夏曲的

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进。如徐春甫 《古今医统大

全》卷97“造半夏曲法”载：“半夏不拘多少，用

滚汤泡过宿，捣烂，每一斗入生姜一斤，同捣

之，作饼子，用干稻秆或粟麦秆罨之，如罨曲

法，干久收取用”[10]299。文中改宋代汤洗7次为沸水

泡1夜，改半夏晾干研粉为捣烂。这种趁湿捣烂的

方法并不能将半夏捣细，仍会有细小颗粒。其效

果不如将半夏晾干，再研成细粉。倪朱谟《本草

汇言》卷 5“半夏”载：“研末，用姜汁共酒，和

作饼子，布包，待发点出黄白衣，谓之半夏

曲”[13]，文中添加了黄酒。

有医家对半夏曲饼的形制进行了创新。一般

中药制曲的形制为饼或砖型，而李梴 《医学入

门》卷 2“治湿门”载：“造曲法：先将半夏汤泡

九次，晒干为末，随病用药，或煎膏，或绞汁，

调末为丸如弹子大，用楮叶或纸包裹，以稻草上

下盫七日生毛，取出悬风烟之上，愈久愈良”[14]，

指出将半夏曲团为弹子大，再罨黄，悬挂。弹子

大的形制显然比较费功夫。制丸的原因可能与半

夏曲质地疏松，制成曲饼切制时易碎有关。先期

制为丸，避免了后期的切制，使半夏曲的品相完

整。但是，形制并非传统的曲饼，其发酵效果亦

逊于曲饼。

3 清代继承与发展了半夏曲的制作方法
3. 1 对《韩氏医通》制曲法的继承 清代医家非

常推崇韩懋的制半夏曲法。如清代郭章宜《本草

汇》卷 12“半夏”载：“附造曲法：以半夏洗净，

汤泡去衣垢，研细，以姜汁、矾汤搜和（将半夏粉

用姜汁与白矾的水溶液搅拌混合均匀）作饼，楮叶

包裹，待生黄衣，去叶晒干用。治湿痰以姜汁、

白矾汤和之。治风痰以姜汁、皂角汁和之。治火

痰以姜汁、竹沥或荆沥和之。治寒痰以姜汁、矾

汤，入白芥子末和之”[15]，其中湿痰、风痰、火

痰、寒痰的制半夏曲法完全取自韩氏。清代李中

梓《本草通玄》与王翃《握灵本草》中收载的半

夏曲均由姜汁、矾汤作饼，楮叶罨黄，亦是取法

于韩氏。

清代医家还对韩氏半夏曲中半夏、枯矾、老

姜汁的比例进行了改变，如陈士铎《本草新编》

卷 3“半夏”载：“研末，每一两，用入枯矾二

钱、姜汁一合，捏饼，楮叶包裹，阴干，又名半

夏曲也。片则力峻，曲则力柔，统治痰涎甚验。

毋论火痰、寒痰、湿痰、老痰、风痰、劫痰与痰

饮、痰核、痰涎、痰结、痰迷，俱可用，但不可

治阴火之痰”[16]。其制作方法将韩氏原书中半夏

与枯矾的比例由3∶1改为5∶1，明显减少了枯矾的

比例。

半夏曲方的种类较多，清代医家具体运用

时有所选择，如张仁锡《药性蒙求·草部》“半

夏”载：“各种半夏曲甚多，惟竹沥曲、霞天曲

常用”[17]。

3. 2 对《韩氏医通》制曲法的发展 清代医家对

《韩氏医通》半夏曲继承的同时，亦开发了新的曲

种。如刘云密《本草述》卷 10“半夏”除了囊括

《韩氏医通》中记载的 5种半夏曲方，还增补了

5种曲方。汪昂《本草备要》将其统称为韩飞霞

（韩懋，字飞霞子）制曲十法，新增的曲方包括：

“一用麻油浸半夏三五日，炒干为末，曲糊造成。

油以润燥，名麻油曲，治虚热劳咳之痰。一用腊

月黄牛胆汁，略加热蜜和造，名牛胆曲，治癫痫

风痰。一用香附、苍术、抚芎等分，熬膏，和半

夏末作曲，名开郁曲，治郁痰。一用芒硝居半夏

十分之三，煮透为末，煎大黄膏和成，名硝磺

曲，治中风、卒厥、伤寒宜下由于痰者。一用海

粉一两、雄黄一两、半夏二两，为末炼蜜和造，

名海粉曲，治积痰沉痼。一用黄牛肉煎汁炼膏，

即霞天膏，和半夏末为曲，名霞天曲，治沉疴痼

痰，功效最烈。以上并照造曲法，草庵七日，待

生黄衣晒干，悬挂风处，愈久愈良”[18]。文中所载

的麻油曲治疗虚热劳咳之痰、牛胆曲治癫痫风

痰、开郁曲治郁痰、硝磺曲治中风卒厥伤寒宜下

由于痰者、海粉曲治积痰沉痼，均为清代新增的

曲方。霞天曲为韩氏5种制曲方之一。曲方组成药

物通常为 3 ~ 4味，非常简练，而且每种曲方均有

相应的适应证。新增的半夏曲方进一步推动了韩

氏半夏曲方的发展。

3. 3 面粉的加入 宋明时期的半夏曲并未见加入

面粉的记载。清代蒋居祉《本草择要纲目》“半

夏”载：“又造曲法云：以半夏为主，入姜汁、白

矾，加以干面和搅作面，入楮叶包置篮中，候生

黄衣，日干，久贮听用，极为良品”[19]，明确指出

半夏粉用姜汁矾汤拌匀后，再加面粉混合，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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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饼。显然，面粉的用量不会多于半夏。徐大椿

《徐灵胎医略六书·药性总义》卷 4“半夏”载：

“半夏曲，以半夏末入面作曲，盫生黄衣。性稍和

缓，能治血虚伏湿之痰”[20]。清代加入面粉的本意

主要是为了增加半夏曲的黏性，以防切制时易

破碎，这也使半夏曲与传统的神曲配方有了共同

之处。

3. 4 半夏曲与神曲的相互影响 韩飞霞制曲十法

在明清时期的影响颇大，其主要贡献在于改制了

多种半夏曲方。这种变革亦影响到神曲的配方，

导致清代出现了一股随意添加药物的现象。如张

仁锡《药性蒙求》记载的范志神曲：“采百草罨

成，又名百草曲，共药九十六味。平和配合，君

臣佐使，另加十二味，亦五月五日，六月六日制

造”[17]。方中药物组成达近百种。陈修园对此持批

判态度，其在《神农本草经读》“神曲”中指出：

“今人除去六字，只名神曲，任意加至数十味，无

非克破之药，大伤元气，且有百草神曲，害人更

甚！ [21]”陈修园对当时流行的福建神曲评价亦颇

低：“此方杂乱无序，误人匪浅，而竟盛行一时

者，皆误信招牌上夸张等语。而惯以肥甘自奉之

辈，单服此克化之品，未尝不通快一时，而损伤

元气，人自不觉。若以入方，则古人之方，立法

不苟，岂堪此杂乱之药碍此碍彼乎？且以药末合

五谷，罯造发黄而为曲，只取其速于酿化，除消

导之外，并无他长，何以统治百病？”[21]

同样，神曲的制作工艺亦反向影响到半夏

曲。如陶承熹辑录的《惠直堂经验方》卷4制药门

“制半夏曲法”载：“半夏一斤汤泡九次，生姜四

两，小麦粉六两，蓼草捣汁，牙皂煎汤，捣成

饼，摊箕上。盖以禾草发七日，取挂，当风处阴

干用”[22]。文中指出面粉的用量为半夏的 1/3，方

中蓼草多是指造神曲常用的辣蓼。面粉与蓼草的

加入，使该半夏曲方同时具备神曲的特征。据山

东建联中药店姜保生老药师回忆，解放前中药房

中的半夏曲，是在制作六神曲时，混入姜半夏粉发

酵而成。这种半夏曲的主要成分显然是六神曲。

4 建国后半夏曲配方的变化
建国后各省的半夏曲炮制经验与规范可从曹

晖等[23]主编的《全国中药炮制经验与规范集成》中

整理而得知。

4. 1 地方半夏曲炮制经验 各地的半夏曲炮制经

验主要来自浙江、成都、北京、江西等地。

第一种炮制方法是半夏加生姜、面粉。浙江

的经验是：“用姜半夏粉加姜汁（姜半夏粉 100斤，

生姜 6斤 4两）拌匀，做成 3寸长，5分厚的圆饼。

上盖麻袋置 30 ℃室温中，7~15 d至发酵生黄衣为

度。晒干研细，加面粉（每7斤加面粉3斤）与水拌

匀，揉成软块，用模型做成长方块，阴干至半干

后再晒干。”文中面粉的加入是在半夏曲发酵完成

之后，仅有粘合作用。这个曲方非常传统，只可

惜并未成为浙江省的炮制规范。

第二种炮制方法是半夏加甘草。成都的经验

是先将法半夏加水泡 5 ~ 7 d，磨成酱，再加甘草

水拌匀，压平制成小颗粒。置草堆中发酵。

第三种炮制方法是神曲配方中加半夏。北京

的经验是：“先将法夏研细，豇豆煮烂，杏仁串成

泥，蓼子切成碎末。然后加面粉拌匀，再加水至

七成湿，用布包好，放入模型中压成饼状。盖上

苘麻叶与麻袋闷1 ~ 2 d，至发酵后切3分方块，晒

干（每法夏 10斤，杏仁、红豇豆、蓼子、苘麻叶

各 2斤，面粉 50斤）。”文中半夏曲的制法是在制

作神曲的工艺配方中加入了法半夏粉。半夏的用

量远小于神曲中面粉的用量。天津、江西的神曲

配方虽不尽相同，但是半夏在方中均不作为君药。

第四种炮制方法是半夏饼。江西的经验：“取

法夏末加面粉拌匀，置模型内做成圆形，晒干或

烘干（法夏末10斤，面粉3斤）。”文中只记载将法

半夏与面粉混合成饼，并未提及发酵的过程。这

也是清代半夏曲制法经验的传承。如明末清初医

家高世栻的《医学真传》“辨药大略”载：“今药

肆中以明矾水煮半夏，所剩矾脚及半夏屑，大半

和以麦曲，造成药饼，为半夏曲。”其中记载的半

夏曲只是半夏、矾水、麦曲混合而成。

4. 2 地方半夏曲炮制规范 地方的炮制规范主要

有3种，具体如下：

第一种炮制规范是在制作神曲的配方中加姜

半夏或法半夏，制作方法与神曲相同。如安徽

（2005年）：“取法半夏、赤小豆、苦杏仁共研细

粉，与面粉混合均匀，加入鲜青蒿、鲜辣蓼、鲜

苍耳草之煎出液。搅拌均匀，堆置发酵，压成片

状，切成小块，晒干。每 100 kg法半夏，用赤小

豆 30 kg，苦杏仁 30 kg，面粉 400 kg，鲜青蒿

30 kg，鲜辣蓼 30 kg，鲜苍耳草 30 kg。”这种在传

统神曲配方的基础上加法半夏粉的制作工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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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主流。山西（1984年）、北京（2008）、安徽

（2015年）、黑龙江（2012年）、陕西（2007年）、河

南（2005年）等地均采用此法。神曲配方虽略有差

异，但是半夏用量均远小于面粉。亦有半夏用量

与面粉相等的配方，如天津（2012年）。

第二种炮制规范是将法半夏、六神曲、姜

汁、白矾、面粉、麸皮混合发酵。如甘肃（2009年）：

“取法半夏、六神曲研成细粉。白矾加水适量溶

化，加入生姜汁混匀，与上述细粉以及面粉、麸

皮混匀，制成湿颗粒，发酵，取出，制成条状，

切块，干燥。每净法半夏 100 kg，用生姜 12.5 kg，
白矾 6.25 kg，神曲 3.125 kg，面粉 10 kg，麸皮

10 kg。”文中所示配方中的法半夏量最大，为君

药。至于六神曲的加入，是清代药业制作半夏曲

的通用制作方法。贵州（2005年）、福建（2002年）、

江苏（2002年）、湖南（2010年）的配方相同，均来

自部颁标准。

第三种炮制规范是将半夏、姜汁、白面混合

发酵。湖北（2009年）：“取生半夏（或法半夏），筛

去灰砂，粉碎成细粉，过 80目筛，置钵内。取鲜

姜汁倒入半夏粉，搅匀（酌情加水），密盖，发

酵。至表面呈黄白色，发毛，具酒味时加入面

粉，揉匀，切成小丁块，晾干。用麦麸炒至表面

黄色，取出，放凉。每 100 kg生半夏，用生姜

50 kg，面粉100 kg。”文中所示方法与前述浙江的

经验相近，只是白面添加的时机前者在发酵前，

后者在发酵后。

5 讨论

综上所述，宋代主流的半夏曲制作工艺是半

夏姜汁制饼，而非半夏生姜发酵制曲。金元时期

沿袭宋代工艺，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

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

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

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而韩懋《韩氏医通》对

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

在继承明代半夏曲制法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

霞制曲十法；当时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

影响。建国后，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制作工艺

影响，地方炮制规范则逐渐趋同。笔者认为，半

夏曲的炮制工艺研究，尚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

研究。

5. 1 半夏曲制作中“半夏”与“曲”孰重孰轻

半夏曲在宋明两代均以半夏为君。而清代末年至

今，由于半夏曲中面粉的加入及神曲配方泛滥的

影响，导致一些半夏曲配方中半夏沦为臣药。半

夏曲的制作本意是使半夏的辛燥之性变得柔和。

而后世神曲中加入半夏，其目的是在化食积的基

础上增加了化痰的作用，二者功效迥异。笔者认

为，应该重视半夏曲的立方本意，半夏曲应以半

夏为君药，辅药的作用是减轻半夏的辛燥毒性。

而神曲中添加半夏者不应称为半夏曲，可称为新

神曲、复方神曲等。

5. 2 半夏的前期处理 宋代半夏曲，是生半夏需

经过汤洗后，再加姜汁制曲。建国后，很少有地

方经验或规范中使用生半夏，多用姜半夏、清半

夏、法半夏代替。其中清半夏是用白矾水浸泡或

煮过，姜半夏是用白矾、生姜水煮过，法半夏是

用甘草煮后再经石灰水浸泡，三者均为炮制过的

半夏，其辛燥之性已大减。使用这种半夏，显然

失去了古人炮制半夏的本意。因此，笔者认为半

夏曲中半夏的前期处理仅需汤洗即可，进一步减

毒的工序应放在后续的发酵过程中。

5. 3 半夏饼与半夏曲的区分 宋代的半夏曲实质

上以半夏饼为主流。半夏饼为半夏粉与生姜汁混

合，捏饼后晒干，无发酵过程。其炮制机理为用

生姜制半夏之毒。由于生姜汁与半夏充分的混

合，其效果优于传统半夏切片后浸姜汁者，是一

种优良的半夏炮制方法。半夏曲则需发酵而成。

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混淆，虽经李时珍甄别，

但是从明清至今，将半夏饼称半夏曲的现象屡见

不鲜。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

药成方制剂》[24]中的法制半夏曲与保宁半夏曲的制

作工艺中，均无发酵的过程，徒有半夏曲之名，并

无半夏曲之实。笔者认为，应正本清源，通过比

较宋代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成分与药效，进行优选。

5. 4 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 半夏曲制作过程中加

入面粉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半夏与面粉混合后

发酵，如清代《本草择要纲目》与《药性切用》

中均记载了这种方法；另一种是将半夏曲发酵完

成后，再加入面粉，其目的是增加半夏曲的黏

性，使其在切制的过程中不易破碎。如湖北

（2009年）的炮制规范是在半夏曲发酵后，趁湿加

入面粉，揉匀，切块，晾干。浙江的经验是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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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曲晒干研细，再加入面粉，与水拌匀，揉成

块，晒干。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还需进一步研

究。另外，面粉加入的量亦需探讨。

5. 5 神曲粉的加入问题 建国后，《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册收载

的半夏曲处方中添加了六神曲：“清半夏160 g，白

矾10 g，六神曲5 g，生姜汁20 g，面粉32 g。以上

五味，除生姜汁、面粉外，其余清半夏等三味粉

碎成细粉；生姜汁加水适量，与面粉及上述细粉

搅匀，制成粗粒或软硬适宜的小块或颗粒，发

酵，干燥，即得”[24]。文中记载清半夏为君药，辅

以白矾、姜汁以制半夏之毒。而六神曲的添加让

人费解。古代在制作酒曲的过程中亦有添加旧曲

的䤖曲法。如宋代朱肱 《酒经》“玉友曲”载：

“抟成饼子，以旧曲末逐个为衣，各排在筛子

内”；该书“白醪曲”载：“无令湿，捻成团，须

是紧实。更以曲母遍身糁过为衣”[12]。可见，酒曲

添加旧曲的方法是将旧曲末洒在曲饼的表面，并

非是与新曲混合抟饼。这种添加旧曲方法的传统

来源及药效值得进一步研究。

5. 6 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 宋代半夏曲中并未

用白矾，后世深受明代《韩氏医通》添加白矾的

经验影响，渐成业内圭臬。笔者曾用生半夏、生

姜汁、白矾混合发酵制曲，成品对咽部几乎无刺

激，说明白矾确实能减轻甚至消除半夏对咽部的

刺激。但是生半夏在水煎后口服，并不会戟人咽

喉。笔者以多次用汤洗姜制的半夏 30 g，水煎

30 min，顿服，并无不适感。故白矾的添加对解半

夏毒的意义不大。

对于白矾用于炮制半夏，古人多有诟病，如

清代吴鞠通《医医病书》“半夏论”载：“近日肆

中概用矾制，取其洁白好看，不适于用，断不可

从”[25]；民国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半夏解”

载：“惟药房因其有毒，皆用白矾水煮之，相制太

过，毫无辛味，转多矾味，令人呕吐，即药房所

鬻之清半夏中亦有矾，以之利湿痰犹可，若以止

呕吐及吐血、衄血，殊为非宜”[26]。文中指出白矾

可增强半夏化痰的作用，但是白矾的气味有致吐

的副作用，故半夏用于止呕时，不宜用白矾炮

制。现代半夏曲的功效为降逆止呕、和中化痰，

可用治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咳嗽痰多，痰饮眩

悸。故掺杂白矾于半夏曲中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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