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伤寒论曳之经方煎服及调护方法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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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的煎服及护理法历来受医家重视袁煎服法

包括服药时间尧服药方法尧煎药时间尧先煎后煎尧去
渣重煎尧用何液体煎药曰调护法包括药物与食疗配

合尧药后禁忌尧药后得效反应等袁叶伤寒论曳112 首方

中袁 每一首方剂后面都有明确的煎服法及调护方

法袁其重要性往往被大家所忽视袁现将其整理如下遥
1 药物煎法

1.1 药物先煎与后下

叶伤寒论曳 中涉及到药物先煎的方剂有 35 首袁
约占全书方剂的 31%袁 张仲景熬药有规律可循遥
渊1冤凡是有麻黄尧葛根的方剂均先煎袁去上沫袁后内

诸药袁麻黄用量最多至六两袁但现代研究认为麻黄

有毒袁其主要成分为麻黄碱袁能兴奋心脏袁收缩血

管袁升高血压袁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兴奋作用[1]袁
故而不能大剂量用遥 张仲景使用大剂量麻黄袁但都

是先煎去上沫袁其毒性大大减轻曰代表方剂有葛根

汤尧麻黄汤等遥 渊2冤凡是有芒硝尧阿胶尧饴糖的方剂袁
先煎诸药袁去滓袁后内其药袁再微煮令沸袁以充分溶

入药中袁久煎可使其沉入药罐底部变焦糊而改变药

性袁代表方剂有大承气汤尧黄连阿胶汤尧小建中汤

等遥 渊3冤含有豆豉的方剂袁先煎诸药袁去滓袁后内其

药袁再微煮令沸袁令其香气大出即可袁是取其性味袁
以透宣其邪袁代表方剂有栀子豉汤尧栀子甘草汤等遥
其他如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汤中先煎蜀漆曰
大陷胸汤中先煎大黄曰小陷胸汤中先煎瓜蒌曰十枣

汤中先煎大枣曰桂枝人参汤中后煎桂枝曰桃花汤中

后入赤石脂曰茵陈蒿汤中先熬茵陈曰竹叶石膏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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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煎诸药后去滓袁后内粳米入汤中袁再煎煮米熟即可遥
1.2 煎药液体

叶伤寒论曳中用什么液体熬药袁对不同的方剂

要求也不一样袁分水尧甘澜水尧白饮水和服尧清酒

合水尧潦水尧苦酒尧清浆水七种遥 渊1冤甘澜水亦称劳

水袁用瓢将水反复扬起和倒下袁看到水面上有无数

水珠滚来滚去便是袁后世医家多取野甘澜水冶不助

肾气以用袁代表方剂有苓桂甘枣汤遥 渊2冤白饮是指

米汤袁取其护胃气袁即桂枝汤后啜稀粥之意袁代表

方剂有五苓散尧牡蛎泽泻散遥 渊3冤清酒合水袁清酒

就是指一般的酒袁但是度数不能太高袁以黄酒代替

为好袁取其温通血脉之功袁代表方剂有炙甘草汤尧
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汤遥 渊4冤潦水袁即下雨后

在地上汇聚的雨水袁流动的称行潦袁不动的水称停

潦袁此处泛指雨水袁取其气味俱薄袁不助湿邪袁代
表方剂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遥 渊5冤 苦酒即指食用

醋袁取其消肿敛疮之功袁代表方剂有苦酒汤遥 渊6冤
清浆水袁吴仪洛认为是酸浆水袁即炊粟米熟投冷水

中五六日袁后色类浆而成曰徐灵胎则认为是指淘米

水袁久者味酸而成袁取其性凉善走袁调中开胃以助

消化袁代表方剂有枳实栀子汤遥其他方剂用水煎药

即可遥
1.3 取药重煎

叶伤寒论曳方剂中去滓重煎袁即是取药重煎袁取
其使诸药气味协和袁更好发挥和解作用袁代表方剂

有小柴胡汤遥对于痞证尧寒热错杂及虚实夹杂的病

情用药可寒温并用尧 攻补兼施的方剂也可取药再

煎袁使其药物充分融合袁更加针对病情袁与现在的

野同气相求理论冶不谋而合袁代表方剂有半夏泻心

汤尧生姜泻心汤尧柴胡桂枝干姜汤尧旋复代赭汤等遥
1.4 泡服及泡服与煎药合服

叶伤寒论曳中以麻沸汤渊煮沸之水冤泡药须臾后

绞去滓袁即可服用袁包括白饮和服渊即用米汤泡药

服冤袁 代表方剂有大黄黄连泻心汤尧 理中汤 渊泡丸

药冤尧五苓散等遥泡服与熬药合服就是一部分药物泡

服袁一部分药用水熬药而成袁把两者合在一起合服遥
代表方剂附子泻心汤遥 其法精以尤甚袁即取其药性

之气清扬袁不取其味袁有利于清宣无形之邪遥
2 药物服法

2.1 日一服

叶伤寒论曳中日一服药包括顿服和视病情轻重而

说遥顿服是指将药熬好后一次性服完袁且服用药量多

为野一升冶袁有单刀直入之妙袁取其药雄力大之用袁急
救阳气袁即留得一分阳气袁便多一分生机袁主要是针

对急危之证而言袁且服药时间在一天之中不限袁代表

方剂有干姜附子汤尧桂枝甘草汤曰视病情的转归而定

的服药方法主要是针对药力太过吐下的方剂袁 不可

再吐下而伤元气袁如十枣汤尧大陷胸汤尧瓜蒂散尧栀子

豉汤等袁 取药顿服是取急去除病邪袁 即邪去正安之

意袁且十枣汤服药时的时间以平旦为佳袁即取其天地

自然之升气袁以护人身之正气袁已得天时之利遥 如邪

去正安可不必服药袁如邪未去袁仍可过日而服遥
2.2 日服夜亦服

叶伤寒论曳之大部分方剂的服药方法是日二尧三
服袁代表方剂有枳实栀子豉汤尧麻黄汤尧竹叶石膏汤

等曰但是半日三服 1 剂药量袁代表方剂有桂枝汤尧麻
黄连轺赤小豆汤袁是取其持续的药物作用袁尽快驱邪

外出袁以免药轻病重袁而致疾病向其他方向转化遥 日

2 夜 1 服即白天服药两次袁夜间再服药 1 次袁代表方

剂有黄芩汤尧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等袁即考虑到少阳之

气起于子时袁得天地之气袁此时邪气将更甚袁故而夜

服以制邪长遥 日 3 夜 2 服袁即白天 3 服夜 2 服袁代表

方剂有黄连汤袁此方证的病机是寒热互阻袁胃热脾寒

之证袁白天服药取天地之阳气以助温脾袁夜间服药得

天地之阴气以制胃热遥日 3尧4 夜 2 服袁即白天服 3 到

4 次药袁夜间服 2 次袁代表方剂有理中丸袁针对脾胃

阳虚袁寒湿内盛之机而设的服药方法袁且次数多袁剂
型为丸药袁取其丸药缓之意袁持续药性袁以达治病之

药效袁且夜间天地之阴寒之气甚袁更加重病情袁得药

之力以胜阴寒之气遥
2.3 导药

叶伤寒论曳中的给药途径袁可分为口服给药及肛

门给药袁 其绝大多数的方剂服药都是采用口服给药

法袁只有蜜煎导方尧土瓜根渊已失冤及猪胆汁方是采用

导药入肛门的方式给药遥
3 服药后调护法

3.1 药食相配

叶伤寒论曳中很重视药物与食疗的协同治病的作

用袁如桂枝汤后啜热稀饭袁四逆散尧牡蛎泽泻散尧五苓

散后服白饮袁猪肤汤中的白粉渊大米粉冤袁竹叶石膏

汤尧桃花汤尧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中的粳米袁三物

小白散后的热粥及冷粥服袁十枣汤后的糜粥自服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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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散后的多饮温水遥 其中粳米尧大米粉尧米汤尧米粥尧
温水有益胃和中袁均能防治药物过寒过凉袁体现张仲

景固护胃气的学术思想曰其他选用都是平时饮食中

常用的作料或菜或零食袁如桂枝汤中的生姜尧大枣尧
肉桂尧白虎汤中的粳米尧猪肤汤中的猪肉皮尧黄连阿

胶汤中的鸡蛋黄尧苦酒汤中的鸡蛋清尧栀子豉汤中的

豆豉等都是饮食中常用常吃的曰其中苦酒渊米醋冤有
消肿敛疮的作用袁清酒渊黄酒冤有温通血脉的作用等

等袁从而能体现张仲景的野药食同用冶治疗疾病的思

想袁可以说张仲景对中医药膳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

影响袁为后世中医药膳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遥
3.2 药后禁忌

叶伤寒论曳中方剂后的禁忌指将息法袁其中将息

法又包括饮食禁忌袁房事尧劳禁忌袁寒温适度尧勿当

风遥渊1冤饮食禁忌袁如桂枝汤尧乌梅丸等后有明文规定

野禁生冷尧黏滑尧肉面尧五辛尧酒酪尧臭恶尧臭食尧滑物等

物冶袁指服药期间袁禁食生冷与一切不易消化的尧有刺

激性的及腐败的食物袁及病初愈后也要少饮食尧清淡

饮食的袁因病时或病后脾胃虚弱袁如勉强进不易消

化尧生冷尧腐败尧有刺激性的食物袁不能腐熟运化袁积
滞在胃脘袁轻则出现小烦尧微烦之症状袁重则加重病

情或使变证蜂起袁故而病后应当饮食有所禁忌遥 渊2冤
房事尧劳禁忌袁虽然书中方剂后未明写房事禁忌袁但
是在叶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篇曳中的伤寒阴

阳易之为病原文及枳实栀子豉汤证原文中可以看

出袁 病后房事可以传给夫妻对方袁 过劳会使病情复

发袁所以病后或是初愈之人应该是要禁忌房事和休

息遥 渊3冤寒温适度尧勿当风袁是指服药后应当避风袁并
加衣被以取汗驱邪袁如桂枝汤方药后的温覆是其意

也浴 否则就会出现汗出当风而致全身疼痛等症状袁
故而药后或药后汗出时应当避风寒袁寒温适度遥
3.3 药后得效反应

叶伤寒论曳中药后反应袁是指服药后出现的机体尧
药物抗邪反应作用于人体的一种药效表现遥 如服桂

枝汤后野当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袁不可令如水流

离袁病必不除冶曰桂枝加葛根汤后野覆取微似有汗冶曰其
他如野小便利则愈冶尧野多饮温水袁汗出愈冶尧野得吐利袁
止后服冶尧野得快利袁止后服冶尧野初服微烦袁复服袁汗出

便愈冶尧野得快吐袁乃止冶等等遥 药后得效反应是张仲

景对方剂的临床运用的经验的总结袁可以看出袁对与

药后得效反应的掌握程度袁可以直接指导临床用药袁
提高临床疗效袁不会因为一些药后反应袁医生自己无

主见且患者慌张袁而改变用药思路袁而致病情越来越

重遥 所以袁临床医生对临床用药后得效反应料于胸中遥
4 总结

叶伤寒论曳是方剂学鼻祖袁有着野方书之祖尧医方

之经冶的美誉遥 古今医家对经方推崇备至袁至今仍将

其广泛运用于临床袁疗效显著遥但是历史上也有不同

的声音袁认为野运气不济袁古今异轨袁古方今用袁不相

能也冶曰还有人认为叶伤寒论曳野其文简尧其意博尧其理

奥冶每每望而止步遥故而林亿等有野仲景所论著袁其言

精而奥袁其法简而详袁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是使治

病之流袁举天下无或知者冶之感慨遥 医生在临床运用

经方的过程中袁存在忽视方剂煎服方法的情况袁对于

病证尧方剂尧药物不细加区分袁千篇一律地嘱咐患者

水煎煮 30 min尧早晚两次温服遥 如此袁即便辨治处方

对证袁临床收效亦不见佳袁故而古人有野一不见效袁遂
改弦易辙袁转去转远冶之感慨袁如徐灵胎所说院野病之

愈不愈袁不但方必中病袁方虽中病袁而服之不得法袁则
非特无功袁而反有害袁此不可不知也冶遥可见服药方法

的重要性袁如果服药方法不对袁轻者可能会引起变证

蜂起袁重者会导致病者死亡袁不可不慎重袁不可不知

晓遥 叶伤寒论曳药后调护方法袁为后世护理尧康复医学

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遥 如叶伤寒论曳云院野吐利发

汗噎噎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曰病人脉已解...损谷则

愈遥 冶[2]认为药后调护法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占有

重要的作用遥 笔者通过梳理叶伤寒论曳中煎药尧服药尧
药后调护的方法与细则袁力证叶伤寒论曳不仅强调在

中医临证中野理尧法尧方尧药冶的重要性袁而且对于煎

药尧服药尧药后调护方法讲究袁内容丰富遥通过此文的

撰写袁积极倡导中医临床野理尧法尧方尧药尧煎药尧服药尧
药后调护冶一体化思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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