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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查阅古籍、检索中医古籍全文数据库、中医智库等，对玉屏风散的历史沿革、方义衍变、药物炮制等方面进行考证，并
结合一部分现代药理学研究进行分析，为玉屏风散在临床上的应用及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文章经过古籍检索与文献回顾，认为玉

屏风散出自《究原方》的说法更为准确。 玉屏风散主治表虚自汗、虚人易感风寒，但是药味配比不同，所治病症各有侧重。 临证用药

应因病制宜，同时还应注意炮制品的使用，以使方药能够发挥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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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屏风散是中医益气固表止汗的经典名方，仅由

三味药组成，方简意精。 玉屏风散在现代临床应用中

也涉及临床多个方向，如上呼吸道感染、顽固性慢性支

气管炎、慢性肾小球肾炎等反复发作性疾病，变应性鼻

炎、寒冷性荨麻疹、支气管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迁延期

或缓解期，以及术后、产后、老年人及小儿体虚自

汗等［１］。
笔者在查阅玉屏风散相关的古籍文献时发现，关

于玉屏风散的记载颇多，但是其记载的方剂出处、方
义、药物配比、炮制品的使用等不尽相同。 因此，本文

基于查阅到的古籍文献，对玉屏风散的历史沿革、方义

衍变、炮制品的使用等方面进行梳理，并结合现代药理

学研究进行分析，以期为玉屏风散的深入研究提供

参考。
１　 方剂出处考证

关于玉屏风散方源出处，早期认为是出自《世医

得效方》，如 １９７９ 年版广州中医学院主编的全国高等

医药院校试用方剂学教材、１９８０ 年版上海中医学院主

编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内科学教材均载此出处。
此出处源自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自汗》 ［２］ 记：“玉
屏风散（《得效》）：防风、黄芪（各一两），白术（二两）。
每服三钱，水二盏，姜三片，煎六分，不拘时温服”。
《世医得效方》 ［３］为元朝危亦林所著，成书于至元三年

（１３３７ 年），至正三年（１３４３ 年）刊行于世。 自王肯堂

之后，后世医家记载出处者多以《世医得效方》为准，
如清代徐灵胎《兰台轨范·通治方》载［４］：“玉屏风散

《得效》：治风邪久留而不散者，自汗不止者亦宜”。 清

代汪昂《汤头歌诀》 ［５］载：“玉屏风散（《世医得效方》）
黄芪六两，白术、防风各二两”。

但是据彭怀仁［６］考证，在南宋的《究原方》中已有

玉屏风散的记载。 宋代黎民寿所著《黎居士简易方

论》 载： “《究原方》 玉屏风散，治腠理不密，易于感

冒” ［７］。 元代李仲南所著《永类钤方》载：“《究原方》
玉屏风散，治腠理不密”。 《究原方》为宋代张松所著，
成书于南宋嘉定六年（１２１３ 年） ［８］，其成书年代远早于

《世医得效方》。
王东坡等［８］ 认为玉屏风散出自《仁存方》，明代

朱橚《普济方·时气疫疠》载：“玉屏风散（出《仁存

方》）：治腠理不密，易感风寒……气虚人不宜发散，
常服效”。 但是据考证，《仁存方》成书时间当在元

代，不 早 于 １２８３ 年，其 成 书 年 代 亦 在 《 究 原 方》
之后［９］ 。

另外，笔者发现，清代莫枚士所著《经方例释》中

载：“桂枝芍药知母汤方（《金匮要略》）……［案］此桂

枝汤去大枣……为防、术并用者之祖。 《局方》职此

法，加黄芪名玉屏风散”。 此出处在近代文献中并未

找到相关报道。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书于北宋年

间，于两宋期间经历多次重修增补，至 １２０８ 年形成十

卷本［１０］。 其成书时间早于《究原方》。 但是笔者在现

有刊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书中并未找到玉屏风散

相关记载。
由于历史原因，《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１１］ 宋本在

国内已经散轶，现存版本均为元代之后的版本，现在出

版的点校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多以元代郑天泽刊

本为底本。 而清代所流传的版本有承自元代庐陵古林

书堂的学津源本，以及承自元清江书堂本、余志安勤有

书堂的另外两个版本。 莫枚士所用版本可能与现今通

行本所用底本不同，或是莫枚士所见版本传抄、刊刻有

误，难以确认玉屏风散是否出自 《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

·１７１３·光明中医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６ 期　 　 ＣＪＧＭＣＭ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４. Ｖｏｌ ３９. １６



目前公认的玉屏风散出处即出自《究原方》，２００２
年版谢鸣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方剂学教材、
２０１８ 年版李冀、连建伟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

划方剂学教材都采用此出处，写明玉屏风散出自《究
原方》，录自《医方类聚》。
２　 方剂衍变及历史沿革考证

笔者通过检索中医药大数据综合应用平台（中医

智库、查阅古籍、文献等），收集了有明确药味配比的

玉屏风散相关记录，梳理出记载有玉屏风散的方剂共

２６ 条，按照成书年代、记载出处、功能主治、组成等进

行对比。 见表 １。
通过表格对比可以看出，玉屏风散的功能主治略

有不同，《黎居士简易论》用于气虚表弱而致腠理不

密，《丹溪心法》 ［１２］用于自汗等，功能主治的不同主要

体现在各药味剂量配比的不同，同时其制法用法也有

所差异。
表 １　 历代古籍中玉屏风散汇总

编号 年代 朝代 出处 主治 组成 制法 ／ 用法

１ １２６０ 宋 黎居士简易论·卷十一·通治门

（《究原方》）
玉屏风散

黎民寿

治腠理不密，易于感冒 防风（一两）、黄芪（蜜
炒）、白术（各二两）

上叹咀，每三钱重，水盏

半，枣一枚， 煎 七 分， 去

滓，食后，热服

２ １３４７ 元 丹溪心法·卷三·自汗

朱丹溪

治自汗 防风、黄芪（各一两）、
白术（二两）

上每服三钱，水一钟半，
姜三片，煎服

３ 元 麻疹全书·第三卷

滑寿

治自汗不止， 气虚表

弱，易感风寒

黄芪（炙）、防风（各一

两）、白术（炒，二两）
为末，每服三钱

４ １４４３ 明 证治要诀类方·卷三·散类

戴思恭

黄芪、防风（各五钱）、
白术（一两）

水煎服

５ １５５６ 明 古今医统大全·卷五十一·自汗门

徐春甫

治表虚自汗 防风、黄芪 （蜜炙） 各

一钱、白术（炒，二钱）
上水盏半，姜三片，煎七

分服

６ １５６６ 明 医学经略·癸集

赵金

治自汗 防风（一两）、黄芪、白
术（各二两）

水煎服

７ １５８４ 明 医方考·卷三·虚损劳瘵门第十八

吴昆

气虚自汗 黄芪（炙）、防风（各一

两）、白术（二两）
共为末，每服三钱

８ １６０２ 明 类方证治准绳·第五册 自汗

玉屏风散（《得效》）
王肯堂

自汗 防风、黄芪（各一两）、
白术（二两）

每服三钱，水二盏，姜三

片，煎六分，不拘时温服

９ １６２４ 明 景岳全书（五）·卷之五十二图集

张景岳

表虚自汗 黄芪（蜜炙）、防风（各
一钱 ）、 白 术 （ 炒， 二

钱）

水一盅，姜三片，煎服

１０ １６２９ 明 简明医彀·卷四·自汗

孙志宏

表虚自汗 防风、黄芪（各七分）、
白术（二钱）

加姜三， 枣一，水煎服

１１ １６３７ 明 医宗必读·卷十

李中梓

表虚自汗 防风、黄芪（各一两）、
白术（二两）

每服三钱，水一钟，姜三

片，煎六分服

１２ １６８２ 清 医方集解

汪昂

治自汗不止， 气虚表

弱，易感风寒

黄芪（炙）、防风（各一

两）、白术（炒，二两）
为末，每服三钱

１３ １６９４ 清 汤头歌诀

玉屏风散（《世医得效方》）
汪昂

表虚自汗以及虚人易

感风邪者

黄芪六两、白术、防风

各二两

１４ １６９５ 清 张氏医通·卷十五·汗门

张璐

治卫虚自汗， 易感风

邪，用此补脾实卫

黄芪六两、防风二两、
白术四两

为散，每服四五钱，加姜

枣煎服

１５ １７２４ 清 集验良方·卷二·感冒门

年希尧

治虚弱、腠理不密、易
于感冒风寒

防风 一 两、 黄 芪 （ 蜜

炒） 二 两、 白 术 二 两

（炒）、

共锉一处，每服三钱。 水

一钟半，枣一枚，煎服

１６ １７３９ 清 不居集（八）·卷之七

吴澄

风邪久留不散或自汗

不止

防风、黄芪、 白术 （ 等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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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历代古籍中玉屏风散汇总

编号 年代 朝代 出处 主治 组成 制法 ／ 用法

１７ １７４２ 清 医宗金鉴 ３ 删补名医方论·卷三

吴谦

治风邪久留而不散者，
自汗不止者亦宜

防风、黄芪（蜜炙）、白
术（土炒） 等分

上为细末，酒调服

１８ １７６１ 清 成方切用·卷二上·补养

吴仪洛

治自汗不止， 气虚表

弱，易感风寒

黄芪 （ 炙）、 防风 （ 一

两）、白术（炒二两）
为末。 每服三钱

１９ １７６４ 清 兰台轨范·卷一

玉屏风散（《得效》）
徐大椿

治风邪久留而不散者，
自汗不止者亦宜

防风、黄芪、白术（各等

分，或加炒糯米）
上为细末，酒调服

２０ １７７６ 清 通俗伤寒论·伤寒夹证下

俞根初

恶风无汗，发热不休，
脉浮软者

炒黄芪、 炒白术各三

两、防风一两五钱

砂糖炒黑为散， 水煎五

钱服

２１ １７９５ 清 大方脉·伤寒杂病医方卷六·医方补

养门

郑玉坛

自汗不止， 气虚表弱，
易感风寒

蜜炙黄芪、北防风（各
一两）、土炒白术 （二

两）

晒研极细。 每用三钱，白
汤调下。 或照减，煎服

２２ １７９９ 朝鲜 康命吉·济众新编卷二

《东医宝鉴》
治表虚自汗 防风、 黄芪各一钱二

分，白术二钱五分

２３ １８１８ 清 目经大成·卷三下·固阵

黄庭镜

黄芪、防风（各二钱）、
白术（四钱）

２４ １８２４ 清 笔花医镜·卷三·儿科证治

江秋

生黄芪 （二钱）、防风

（八分）

２５ １８３１ 清 疡科捷径·卷上·头部

时世瑞

表虚挟风宜用 防风、炙芪

２６ 年份不详 清 馤塘医话·补编卷上

张景涛

扶正气以固表，不使感

受外邪

炙黄芪、防风、白术各

等分

冬至前后，每日服

２. １　 药味配比分析 　 各朝代计量单位虽有所不同，
但是玉屏风散仅三味药组成，其用药比例明确。 所

收集 ２６ 首方剂中，有 １３ 首所用黄芪、防风等分，白
术二 倍 于 上 述 两 药， 此 用 法 应 是 始 于 《 丹 溪 心

法》 ［１２］ 。 明代吴昆《医方考》 ［１３］ 所载此方解：“皮肤

之间，卫气之所居也”。 《灵枢经》曰：“黄芪甘温，补
表之圣药也，得防风而功愈速，故以防风等之。 白术

益脾，脾主肌肉，故以白术倍之”。 明代李东垣曰：
“黄芪得防风而功益大，取其相畏而相使也。 防风载

黄芪而使其药性速达”。 清代汪昂《本草备要》 ［１４］

载：“白 术， 甘 补 脾， 温 和 中。 在 血 补 血， 在 气 补

气……无汗能发，有汗能止。 湿从汗出，湿去汗止，
止汗同芪、芍之类”。 笔者认为，此类方剂配比是以

黄芪为君药补卫气，然重用白术，取其补脾燥湿，其
重点在止汗，适用于表虚自汗而汗出多者。

另 ４ 首（方剂编号 １、６、１５、２０）黄芪、白术等分，
且 ２ 倍于防风。 此用法应是始于《黎居士简易论》所
载《究原方》中玉屏风散，也即是现代玉屏风散所用

比例。 清代黄宫绣《本草求真》谓黄芪：“入肺补气，
入表实卫，为补气诸药之最”，本方用黄芪取其补脾

肺之气，肺气足则表固卫实，用为君药。 白术益气健

脾，助黄芪培土生金，固表止汗，为臣药。 二药合用

可补肺气而实肌表，如此汗不致外泄，邪亦不易内

侵。 防风为“风之润剂”，佐以少量防风，既祛风邪又

不至于因腠理疏松而伤肌表。 本方功专固表止汗，
黄芪、白术倍于防风，笔者认为，该方药比例以补气

健脾、实卫固表为主，配合小量防风，用于表虚重于

汗出者为宜。
清代俞根初《通俗伤寒论》 ［１５］ 所载玉屏风散配比

也是黄芪、白术倍于防风，但是用量加大，其用于产后

伤风，症见恶风无汗、发热不休，脉浮软。 因“产后卫

气空虚，腠理不密，风邪得以留恋经中，故恶风无汗、发
热不休”，笔者认为其组方原理与上述 ４ 方剂相同，但
因妇人产后元气亏虚，不似寻常伤风可借元气壮盛而

驱邪，其恶风无汗、发热不休是因风邪入里，故加重每

味药的用量，补气健脾以扶元托表；产后妇人更应固护

肌表，故用半倍防风，祛风而不伤肌表。
另有 ４ 首（方剂编号 １６、１７、１９、２６）方剂所载玉屏

风散，三味药各等分。 清代吴谦《医宗金鉴》 ［１６］ 载：
“（集注）柯琴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故治风者，不
患无以驱之，而患无以御之；不畏风之不去，而畏风之

复来。 何则？ 发散太过，元府不闭故也……夫以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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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卫；得白术以固里，
则内有所据。 风邪去而不复来……其自汗不止者，亦
以微邪在表，皮毛肌肉之不固耳”。 有学者认为此组

方是以黄芪为君药［１７］，因金朝刘完素《素问气机保命

集》载：“春夏汗孔疏，虽有汗，不当用桂枝，宜用黄芪

汤和解……大抵有汗者，皆可用黄芪汤”，黄芪汤即黄

芪、白术、防风各等分，以黄芪命名，意在表气当固，故
黄芪为君。 笔者认为，刘完素用此方治春夏发热有汗，
脉微弱，恶风寒者，确是以黄芪、白术补脾气、实腠理，
而以防风祛表之风邪，但是在后代医家的传承中，是以

防风祛久留之风邪，黄芪、白术表里同固，而防止风邪

复来，其方用意是以防风为君。 两方同药不同名，所治

病证不同，组方君臣亦不同，但其根本仍是固表敛汗。
清代张景焘《馤塘医话》载：“体质羸弱之人，最易感

邪，故常有病……古人云：服药当在未病之先。 宜

于……冬至前后，每日服玉屏风散，炙黄芪、防风、白术

各等分……扶正气以固表，不使感受外邪，最为得

力”。 张景焘以玉屏风散治未病，体虚之人治不宜用

重剂，故三味药各等分，内扶正气，外御风邪。
清代汪昂《汤头歌诀》 ［５］载：“玉屏风散出自《世医

得效方》，黄芪六两，白术、防风各二两，其重用黄芪，
用于表虚自汗及虚人易感风邪，重在表虚之症”。 但

是明代王肯堂《类方证治准绳》亦记录玉屏风散出自

《世医得效方》，其用量配比却与汪昂不同；而汪昂所

著另一书《医方集解》中所载亦不同［１８］。 《汤头歌诀》
刊后出现了多种后人续补、增注或改编的作品，其中记

载的玉屏风散或为后人改编而借《得效方》名。
清代张璐《张氏医通》 ［１９］ 所载玉屏风散中黄芪六

两，防风二两，白术四两，治卫虚自汗，易感风邪，但是

加重了白术用量，增强其补脾实卫的功效。
另有 ２ 首（方剂编号 ２４、２５）方剂组成只有黄芪、

防风，用于表虚挟风。 笔者认为此两味药同用应是用

于表虚轻症者。
综上所述，玉屏风散主治均为表虚自汗，但不同配

比的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白术倍于黄芪防风者，重
点在于止汗，用于自汗重者；黄芪白术倍于防风者，重
点在于固表，用于表虚之症重者；三味药各等分，用于

春夏发热有汗，恶风寒者及风邪久留不祛者，也可用于

虚人治未病。
２. ２　 药材炮制分析　 历代玉屏风散中药材炮制的不

同主要在于黄芪，所收集的 ２６ 首方剂中，有 １２ 首使用

黄芪的炮制品，包括蜜炙、炒制。 黄芪的炮制方法发展

于宋代，不仅有单纯加热的制法，如蒸制和炒制，还提

出了采用不同的辅料炮制黄芪，如蜜、盐、酒、姜 汁、乳

等［２０］。 明代胡慎柔《慎柔五书》载：“有汗，用黄芪蜜

炙；无汗，煨用；胃虚，米泔水炒用；表畏寒，酒炒”。
《黎居士简易论》中为最早记载的玉屏风散，即使用蜜

炒黄芪。 但是历代医家中对黄芪的炮制方法也有不同

见解，李中梓［２１］提出“古人制黄芪多用蜜炙，愚易以酒

炙，既助其达表，又行滞性，若补肾及崩带淋浊药中，须
盐水炒之”，认为黄芪酒炙，可助黄芪行气达表，且能

防止黄芪药性甘温缓滞。 《医宗金鉴》中所载玉屏风

散即是以酒调服，以酒助药性达表以固表驱邪。 清代

《长沙药解》载：“凡一切疮疡，总忌内陷，悉宜黄芪蜜

炙用，生用微凉，清表敛汗宜之” ［２２］。 清代《本草新

编》载：“黄芪何故必须蜜炙，岂生用非也？ 然疮疡之

门，偏用生黄芪，亦有说乎？ 曰：黄芪原不必蜜炙也，世
人谓黄芪炙则补，而生则泻，其实生用未尝不补也”，
认为黄芪托疮也是取其补气之功效，但偏用生黄芪，说
明黄芪生用同样具有补益的作用。 清代陈修园《神农

本草经读》 ［２３］载：“黄芪入脾而主肌肉，入肺而主皮毛

也……玉屏风散之散以驱风，风平则汗止。 诸方皆借

黄芪走表之力，领诸药而速达于表而止汗，非黄芪自能

止汗也。 诸家固表及生用发汗、炒用止汗等说，贻误千

古，兹特正之”。 认为黄芪止汗的作用与其炮制无关，
而是因其入肺经而走表，固表而止汗。

现代炮制理论认为黄芪蜜炙长于补中益气，现代

所应用玉屏风散亦使用蜜炙黄芪。 有现代研究表明，
蜜炙后黄芪中多糖类含量有所增加，其补气和中的作

用增强［２４］。 蜜炙黄芪可以增强大鼠的免疫功能［２５］，
现代临床应用中，玉屏风散广泛用于防治过敏性疾病，
因机体正气不足，卫表不固正是过敏性疾病反复发作

的主要因素［２６］，黄芪中所含黄芪甲苷、黄芪多糖是黄

芪发挥免疫调节作用的主要成分［２７］。 研究发现，酒炙

黄芪中的黄芪甲苷含量有所增加，酒黄芪和蜜黄芪均

能提高黄芪多糖的含量［２８］。 历代玉屏风散的方剂中

所用黄芪均在于补肺气而实腠理，结合现代研究，蜜炙

可以增强其补气作用和免疫调节功能，比生品更适宜。
而酒炙黄芪也同样能增强其免疫调节功能，酒炙法现

已少用，但是应重视不同炮制方法对临症组方的作用，
使药物能更好地发挥疗效。
２. ３　 方药用法分析　 古籍中所载玉屏风散，虽名为散

剂，但用法以汤剂为主，亦可作散剂服用。 以汤剂煎服

时，多加姜枣为引，所收集的 ２６ 首方剂中，有 ５ 首（方
剂编号 ２、５、８、９、１１）加“姜三片”，２ 首（方剂编号 １、
１５）加“枣一枚”，２ 首（方剂编号 １０、１４）姜枣同用。 生

姜、大枣的使用主要见于张仲景的《伤寒论》，张仲景

使用姜枣多大剂量，作为主要药物使用，而后世医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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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姜枣多作为引药，少有大剂量应用。 多如玉屏风散

之类，在方剂后注明加生姜、大枣与药同煎，且用量多

以片、枚为单位。 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 ［２９］ 载：“生
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 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
甘辛相合，脾胃健而荣卫通，是以姜枣为使也”。 清代

唐宗海言：“姜枣调荣卫，以行诸药之气于腠肌”。 明

代徐彦纯《本草发挥》 ［３０］ 载：“成聊摄云：甘者脾之味

也，大枣之甘，益土而胜水”。 生姜辛温，可走表而温

卫止汗，大枣味甘，入中焦而补益脾气，二药为引可增

强玉屏风散表里同固之效。 然清代喻嘉言《医门法

律》 ［３１］记：“但卫虚多汗，不任发表，故不用姜枣协助

胃气，所恃者黄芪实卫之大力耳”。 认为生姜辛散，卫
虚多汗不宜用生姜辛散发表，而黄芪实卫阳之力大，也
无需姜枣协助胃气。 玉屏风散不用姜枣为引者或同

此理。
笔者认为，生姜虽可走表温卫，但其发散的功能并

不利于腠理不密者；大枣味甘益脾可增强玉屏风散补

脾肺之气的功效。 煎煮当以大枣为引，而不用生姜。
这也与现代玉屏风散的应用一致。
３　 总结

本文通过对古籍中所记载的玉屏风散进行梳理，
从方剂出处、方剂组成、药味配比、药材炮制等方面进

行了分析。 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古籍检索

与回顾，认为玉屏风散出自《究原方》的说法更为准

确。 功能主治方面，历代医书所载并无太大出入，主治

表虚自汗、虚人易感风寒，但是药味配比不同，所治病

症各有侧重。 重用白术者，取其补脾燥湿，其重点在止

汗，适用于表虚自汗而汗出多者；黄芪、白术倍于防风，
以补气健脾、实卫固表为主，配合小量防风，用于表虚

重于汗出者为宜；三味药各等分，重在治未病，调节整

体的气虚体质，内扶正气，外御风邪。 临症用药应因病

制宜，同时还应注意炮制品、道地药材及正品药材的使

用，以使方药能够发挥最大效用。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历代医书浩如烟

海，鉴于检索手段有限，并不能做到无一遗漏；所收集

的方剂没有纳入与玉屏风散同名不同药和同药不同名

的方剂；对于药物配比与药效之间的关联性仅以中医

理论进行分析，没有现代药理学研究。 今后可就以上

几方面再做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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