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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乳香定痛散是经典的清热缓痛剂,常用于治疗因毒热引起的皮肤疼痛。通过检索有关乳香定

痛散的古籍文献,筛选出有效数据共22条,涉及中医古籍18部。从乳香定痛散的历史源流、药物组

成、药味炮制、功能主治、处方剂量及制法用法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乳香定痛散出自薛己《外科

发挥》,由乳香、没药、寒水石、滑石和冰片5味药组成,有理血止痛、清热消肿之功效,主治疮疡溃烂疼

痛。历代基本上对其药味组成和功效主治几无争议。在炮制上,寒水石采用煅寒水石;在剂量上,约

一半的古籍继承了《外科发挥》的记载“乳香、没药均二钱,寒水石、滑石均四钱,冰片一分,为细末”;制

剂几乎皆为散剂;用法上主张“搽患处”。通过对记载乳香定痛散的中医古籍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和系

统分析,为经典名方乳香定痛散的发展传承和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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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xiangDingtongSanisarepresentativeprescriptionforthetreatmentofheatclearingandpainrelieving.Itisused
totreatskinpaincausedbytoxicheat.ThroughsearchingforancientliteratureonRuxiangDingtongSan,atotalof22valid
datawereselected,involving18ancientChinesemedicinebooks.Theanalysisandresearchwerecarriedoutfromtheaspectsof
historicalevolution,drugcomposition,originandprocessingofdrugs,functions,dosage,preparationandusageofRuxiangding-
tongsan.ItwasfoundthatoriginatedfromXueJisElabrationofExternalDiseaseinMingdynasty.ItwascomposedofOlib-
anum,Myrrha,GypsumLamelliforme,Talcum,andBorneolum,withthefunctionsofregulatingbloodcirculation,relieving
pain,clearingheatandreducingswelling.AndRuxiangDingtongSanwasmainlyusedtotreatsores,ulcersandfestering
pains.Inthepastdynasties,therehasbeenalmostnocontroversyoveritsmedicinalcompositionandfunctionalindications.In
termsofprocessing,DuanGypsumLamelliformewasprocessed.Intermsofdosage,thefivemedicinesare2qian,2qian,4
qian,4qianand1fenrespectively,thencrushedthedrugintothefinestpowder.Andahalfoftheancientbookscontinuetouse
thedescriptionfromElabrationofExternalDisease.Intermsofdosage,almostallthedosagerecordedinancientbooksare
powders.Intermsofusage,itisappliedtotheinjuredarea.Inthispaper,throughtheexcavation,collationandsystematicanal-
ysisoftheancientliteratureofancientChinesemedicinethatrecordedRuxiangDingtongSan,wehopetoprovidetheliterature
basisforthedevelopment,inheritanceandutilizationofthisfamousclassicalformulas.
Keywords:RuxiangDingtongSan;HistoricalEvolution;Olibanum;Myrrha;XueJi;ElabrationofExternalDisease

  经典名方是中医理论经过几千年锤炼沉积的精
华,历史悠久,并被后世医家长期在临证和著述过程
中使用和记载。目前经典名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

批)》中的中药复方制剂上,鲜少有其他来源于古代
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的相关研究。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在2018年发布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
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1],明确提出经典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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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的功能主治、制备方法、剂型和给药途径等应与
中医古籍文献记载基本一致。2020年10月15日又
颁布了《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原则》[2],明确
要求厘清经典名方历代发展脉络,梳理药物的用药
剂量及煎煮法,明确功效,最终明确各药味的基原及
其可行的炮制方法。目前关于乳香定痛散的研究及
其古医籍考证较少,而文献考证是经典名方中药复
方制剂开发的基础,故本研究以古代文献为基础,梳
理乳香定痛散的历史源流、处方组成、药味炮制、功
能主治、处方剂量、制法用法等信息,为乳香定痛散
等其他来源的古代经典名方的研发和申报提供一定
的理论支撑,同时使该方能安全、有效地应用于中医
临床,扩大其临床应用范围。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
基于现有中医古籍数据库与知识库进行文献检

索,以“乳香定痛散”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必要时
查阅原本古籍进行资料收集和内容审校。文献来源
包含中医古籍全文数据库、中华医典、国医典藏数
据库。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有明确的关于乳香定痛散的
相关记载;②涉及乳香定痛散的组成、主治病症、用
量、炮制、制法用法等;③同一出处的,选择较早的古

籍,不重复录入;④同一种古籍不同的版本,以较早
的版本为准。
1.2.2 排除标准 ①只检索到方剂名而无其他可
用文献信息者;②同一作者不同著作均有收载,仅统
计最早著作,例如明代医家薛己的《外科发挥》及《外
科心法》均收载乳香定痛散,统计《外科发挥》,《正体
类要》及《外科枢要》均收载乳香定痛散,统计《正体
类要》;③同一本书不同章节均记载有乳香定痛散并
且有略微差异,则统计与原文出处较为接近的数据,
例如《保婴撮要》记载2条乳香定痛散,二者在功效
主治上相似,仅在药物组成上有差异,故选取与原文
更近的组成收录处方;④与乳香定痛散方名相同,但
组成和制法用法完全不同,即同名异方者。
1.3 数据规范

①按照规范录入所检索到的乳香定痛散相关信
息,提取字段包括方名、出处、主治病证、组成、用量、
炮制方法等信息;②为保证文献记录的准确性,原则
上不对原文进行修改。

2 结果与分析

以“乳香定痛散”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
出乳香定痛散相关古代文献19条,记录该方的中医
古籍共18部,内容涉及外科、骨伤科、方书、内科、综
合医书及医论医案等。古籍按朝代来分,明代、清代
的古籍分别有11和7部。见表1。

表1 历代医籍中乳香定痛散记载情况

古籍 编/著者 年代 方剂组成/剂量 制法用法 主治

《外科发挥》[3] 薛己 1529年(明)
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

各四钱、冰片一分
为细末,搽患处,痛即止 治疮疡疼痛不可忍

《正体类要》[4] 薛己 1529年(明)
乳香、没药各五钱,滑石一两,寒水石

(煅)一两,冰片一钱
上为末,搽患处,痛即止

治杖疮、金疮,及一切疮

疡,溃烂疼痛

《疠疡机要》[5] 薛己 1529年(明)
乳香、没药各三钱,滑石七钱,寒水石

(煅)一两,冰片二钱
上为细末,搽患处,痛即止 治疮疡溃烂疼痛

《外科理例》[6] 汪机 1531年(明)
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

各四钱,冰片一分
为细末,搽患处,痛即止 治疮痛不可忍

《保婴撮要》[7] 薛铠 1555年(明)
乳香、没药各五钱,滑石一两,寒水石

(煅)一两,冰片一钱
上为细末,干敷患处 治疮疡溃烂疼痛

《外科经验方》[8] 薛己 16世纪中期
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

各四钱,冰片半分
为细末,搽患处 治诸疮溃烂,疼痛不忍

《证治准绳·疡医》[9] 王肯堂 1602年(明)
乳香、没药各五钱,滑石、寒水石各一

两,冰片一钱
上为细末。擦患处,痛即止 治一切疮疡,溃烂疼痛

《证治准绳·幼科》[10] 王肯堂 1602年(明)
乳香、没药各五钱,滑石一两,冰片一

钱
上为细末。搽患处,痛即止

治伤损,一切疮疡溃烂

疼痛

《外科正宗》[11] 陈实功 1617年(明)
乳香、没药各五钱,滑石、寒水石(煅)
各一两,冰片一钱

上为末,搽患处,痛即止,甚
效

治杖疮金疮,及一切疮

疡溃烂疼痛

《景岳全书》[12] 张景岳 1624年(明)
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

各四钱,冰片一分
为细末,搽敷患处,痛即止

治疮疡溃烂,疼痛不可

忍,诸药不效者

《简明医彀》[13] 孙志宏 1629年(明)
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

各四钱,冰片一分
上为细末,敷上患处 诸痛不可忍者,寒热痛

《杂病源流犀烛》[14] 沈金鳌 1773年(清)
乳香、没药各五钱,寒水石(煅)一两,
冰片一钱

研末,搽患处,痛即止 溃烂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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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古籍 编/著者 年代 方剂组成/剂量 制法用法 主治

《外科选要》[15] 唐黉辑 1776年(清)
乳香、没药各五钱,寒水石、滑石各一

两,冰片一钱
上为细末,擦患处,痛即止 瘀血凝滞而作痛者

《罗氏会约医镜》[16] 罗国纲 1789年(清)
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

各四钱,冰片一分
上为细末,搽患处,痛即止

治疮疡溃烂切痛,诸药

不效者

《枕藏外科》[17] 佚名 1827年(清)
乳香、没药各二钱,滑石、寒水石(煅)
各四钱,冰片一分

为细末,搽患处,痛即止
治诸疮溃烂疼痛,诸药

不应,有效

《类证治裁》[18] 林佩琴 1839年(清)
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

各四钱,片脑一分
为末,搽患上 溃后反痛者

《验方新编》[19] 鲍相璈 1846年(清)
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

各四钱,冰片一分
为细末,搽敷患处,痛即止

治疮疡溃烂,疼痛不可

忍,诸药不效者

《伤科秘书》[20] 佚名 1909年(清)
乳香一钱,没药一钱,滑石一两,寒水

石(煅)一两
共为细末,敷之疼痛即止

治疮疡,金疮损伤,溃烂

疼痛

2.1 历史源流分析

乳香定痛散出自明代薛己《外科发挥》[3],该书
成书于公元1529年,流传至今将近500年。相比于
其他经典名方,“乳香定痛散”收载年代较晚,多记载
于明清时期的医籍中。《外科发挥》载:“治疮疡疼痛
不可忍。乳香、没药各二钱,寒水石(煅)、滑石各四
钱,冰片一分,为细末,搽患处,痛即止,甚妙。此方
乳没性温,佐以寒剂制之,故寒热之痛,皆有效也。”
文中还描述:“溃后作痛而脉涩,以定痛托里散饮之,
敷乳香定痛散而止。”[3]薛己在《正体类要》《疠疡机
要》及《外科经验方》中皆记载有乳香定痛散[3-5],基
本延续了《外科发挥》中的相关记载,仅在剂量和功
效主治上略有差异。《正体类要》载:“治杖疮、金疮,
及一切疮疡,溃烂疼痛。”[3]扩大了乳香定痛散的应用。
《保婴撮要》记载乳香定痛散:“乳香、没药各五钱,滑石
一两,冰片一钱。上为细末,搽患处痛即止,甚效。”[6]

可见在前期古籍记载的基础上,对乳香定痛散的药味
组成有所删减,但其功能主治及使用方式基本不变。
除此之外,《证治准绳·幼科》《杂病源流犀烛》及《伤科
秘书》中 也 对 乳 香 定 痛 散 的 记 载 进 行 了 类 似 删
减[10,14,20]。《杂病源流犀烛》《外科选要》《类证治裁》中
分别记载乳香定痛散“溃烂后痛”“瘀血凝滞而作痛
者”及“溃 后 反 痛 者”,对 其 主 治 功 效 进 行 了 细
化[14,15,18]。许多明清时期的医籍中均收载了乳香定痛
散,如《外科理例》《证治准绳·疡医》《外科正宗》《景岳
全书》《简明医彀》《罗氏会约医镜》《枕藏外科》《验方新
编》,这些古籍记载的乳香定痛散的药味组成、用量、
药味炮制方法、功效主治以及使用方式等均与薛己记
载内容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后世医籍中记载的乳香
定痛散多数沿用或传抄于薛己的医籍。

由上可知,乳香定痛散基本见于明清时期,均以
“乳香定痛散”为名。该方最早记载于明代薛己的
《外科发挥》,主治一切疮疡溃烂疼痛,主要药味及制
法用法变动不大,用量稍有改变。从医籍中可知该
方止痛快、效果好,制法用法简单,具有较高的临床

应用价值。
2.2 主治病证分析

有22条古籍文献记载了乳香定痛散的功效,对
乳香定痛散功效的描述基本一致,均以治疗一切疮
疡溃烂疼痛为主。
2.3 药味组成及用量分析

在22条古籍文献中,有16条文献记载了乳香
定痛散由乳香、没药、寒水石、滑石和冰片5味药组
成,其余3条古籍文献则在上述5味药的基础上分
别减去了寒水石、滑石和冰片。从功效上看,乳香活
血、没药散血,皆能止痛消肿生肌,可共为本方之君
药;寒水石辛、寒,清热力强,可为本方之臣药;滑石
气寒、味甘,燥湿功著,可为本方之佐药;冰片辛、苦,
微寒,可通窍散热止痛,为本方之使药。诸药合用,
有理血止痛、清热消肿之功效,故而认为乳香定痛散
应由乳香、没药、寒水石、滑石和冰片5味药组成,这
与《外科发挥》记载的药味组成一致。

关于处方药味剂量,历代记载有所差异。在完
整记载乳香定痛散组成和用量的16条文献中,用量
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完全沿用《外科发挥》中各
药味剂量,如《外科理例》《简明医彀》《景岳全书》《罗
氏会约医镜》《枕藏外科》《验方新编》及《类证治裁》;
②部分沿用《外科发挥》中各药味剂量,如《外科经验
方》中冰片剂量减半;③增大各药味剂量,乳香、没
药、寒水石和滑石剂量增加1倍,冰片剂量增加10
倍,如《正体类要》《保婴撮要》《外科枢要》《证治准
绳·疡医》《证治准绳·幼科》《外科正宗》《外科选
要》;④药味剂量无规则变化,如《疠疡机要》记载:
“乳香、没药各三钱,滑石七钱,寒水石(煅)一两,冰
片二钱。”[5]乳香定痛散在历代应用中剂量变化不
大,其中乳香、没药、寒水石和滑石的剂量多按1∶1∶
2∶2入药,且以疮疡溃烂疼痛为主治病症,故而乳香
定痛散各药用量可直接以薛己《外科发挥》中剂量为
基准,通过古今剂量换算,折合为现代用量即可。

薛己所著《外科发挥》为明代外科医著,为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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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着重考证明代的度量衡使用情况。今人在明代剂
量换算方面的认识存在较多说法,有研究者考证认
为,明代一两在37.3g左右,一两等于10钱,一钱等于

10分[21]。亦有人认为,明代一两在37g左右,一两约

36.3g或一两约36.9g[22]。虽然各学者众说纷纭,但
是基本明确明代一两约37g的换算关系。结合上述
考证,明代一钱约相当于现在的3.6~3.8g。乳香定
痛散折中采用一钱等于3.73g折算。综上,乳香定痛
散中各药味用量约为乳香7.46g、没药7.46g、煅寒水
石14.92g、滑石14.92g、冰片0.373g。
2.4 药材道地性分析

在有药物组成的22条文献中,无药味的道地性
记载。乳香和没药均为进口药材,从古至今,非洲的
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及阿拉伯半岛南部等地为乳香
和没药的道地产区。《名医别录》记载寒水石:“生常
山(今河北元氏县)山谷又中水县及邯郸(河北河间
县西南)”[23],说明寒水石主产于河北地区。《新修本
草》记载滑石的产地有“岭南始安(今广西桂林)”“齐
州(今山东济南)”[24],《本草图经》记载有“莱、濠州
(今山东和安徽)”[25],说明滑石主要分布于广西桂
林、山东、安徽地区。“冰片”二字最早出现在明代
《本草蒙筌》,并记载冰片出自“波斯”[26],《本草纲目》
记载:“南番诸国皆有之”[27],可见古代冰片主要来自
于伊朗和印度地区。然而南洋龙脑香树过度砍伐,
导致龙脑香产量日渐降低。我国科技工作者开始致
力于国产天然冰片的开发研究,现今冰片主要来源
于江西吉安和湖南新晃等地。
2.5 炮制分析

在明确记载乳香定痛散的22条文献中,仅有寒
水石记载了炮制情况,其中三分之二寒水石选择了
煅寒水石。明代《普济方》曰:“火煅通赤,合于地上,
出火毒一宿。”[28]因此,原方中的寒水石的“煅”应为
用火煅赤,这与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四
部炮制通则(0213)中“明煅法”基本一致[29]。其余4
味药材均未标明炮制信息,皆为生用。
2.6 制法用法分析

在22条文献中,均记载乳香定痛散制法为“细
末”,用法为“搽患处”。据考证,古代 “细末”相当于
中粉,过四号筛。药典对散剂的要求是细粉,即全部
通过五号筛,并含能通过六号筛不少于95%的粉末。
因此,将乳香定痛散制成细粉更符合现代的实际生
产要求。此外,文中对乳香定痛散的用法没有详细
介绍,可进一步查询相关的著作。
2.7 临床应用

在古代,乳香定痛散以治疗疮疡溃烂疼痛为主,
临床上选择性加入南星、半夏、蓖麻仁等药以增其止
痛效果。常用方法为外用散剂,内服定痛托里散饮。

现代医家继承前人的观点认为乳香定痛散能理血止
痛、清热消肿。此外,现代临床应用中将乳香定痛散
定位为清热缓痛剂,主要治疗因毒热引起的皮肤疼
痛[30]。乳香定痛散中乳香和没药共为君药,乳香活
血,没药散血,皆能止痛消肿生肌。乳香没药1∶1配
伍可用于治疗皮肤疾病,功效为敛疮生肌、解毒和消
痈散结,其次是治疗内科疾病,功效为止痛、祛风和
解毒[31]。含乳香-没药药对的方剂具有活血化瘀、
解毒消痈、消肿散结、敛疮生肌、行气、祛风除湿、止
痛、调经、止带、和胃、明目退翳、牙痛等功效,临床上
主要用于心脑血管疾病、跌打损伤、湿疹以及寒湿痹
阻所致关节炎等方面,其中散剂则多用于治疗外科、
皮肤科疾病[31-32]。据推测,乳香定痛散可能也有上
述类似的功效,这也说明乳香定痛散存在较大的临
床研究和应用价值。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挖掘梳理记载有乳香定痛散的古代
文献,明确乳香定痛散出自明代医家薛己所著《外科
发挥》,主治疮疡溃烂疼痛,是经典的清热缓痛剂。
虽然乳香定痛散在药物组成和剂量上有所差异,但
是其功效主治几乎没有变化。由于乳香定痛散的古
籍文献和现代研究文献较少,本研究还存在以下缺
点:①由于滑石和寒水石的文献较少,对滑石和寒水
石的道地性分析不够严谨;②没有查询到乳香定痛
散相关的现代研究文献,因此对乳香定痛散的现代
临床研究主要来自书籍记载以及单味药和药味配伍
推测,需要更多关于乳香定痛散的现代研究数据来
佐证乳香定痛散有更大更广的应用价值。本考证期
望通过推动今后对乳香定通散等“3.2类”经典名方
的深入研究,追根溯源,灵活运用古代医家智慧并结
合现代科技手段对乳香定痛散进行继承发扬和创
新,以期更全面地开展关于乳香定痛散的研究,进一
步加大中药制剂的研发力度,更好服务于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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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和认知功能障碍之间存在关联。中医学认为“心主

血脉”和“心主神明”是心的两大主要生理功能,从冠心病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联,中医学对这两类疾

病病因病机的解析,共同危险因素、病理联系以及中医学对心、脑的认识入手,对深刻理解中医学心的

生理功能,阐释“心主血脉”与“心主神明”的科学内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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