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医药通报! "##$ 年 %" 月! 第 & 卷! 第 ’ 期

$"!!! ()*+,-,./*0 12,/343 53+,6,/3 7.8)/*0

!
!作者简介! 舒! 莹，女，$& 岁，副主任医师，副教授。%9:$
年 ; 月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现任江苏省常州市中医医院大

内科主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温胆汤之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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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本文从方名、主治证与组成药味三方面，考察了《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温胆汤之源与

流，并据此提出了温胆汤的适应证特点与主治范围。揭示了温胆汤及其类方之间的源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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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九中主治“大

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的温胆汤（ 半

夏、竹茹、枳实各二两，陈皮三两，炙甘草一两，茯

苓一两半，生姜五片，大枣一枚） 是一首组成药味简

单，临床疗效确凿，备受古今医家青睐的经典名方。

目前中医临床不但运用此方治疗失眠证，也广泛用于

精神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

疾病。为进一步明确该方主治病证的病机与症状特

征，揭示其主治与加减变化规律，特对《三因》 温胆

汤的源与流作一探讨。

%! 温胆汤之源

从主治证来看，《三因》 温胆汤的主药之一是半

夏，而用半夏治疗失眠最早见于《灵枢》中的“半夏

汤”，后世又称“ 半夏秫米汤” 或“ 秫米半夏汤”。

方由秫米一升、半夏五合两味组成，并要用千里以外

之流水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

火，待沸，置秫米、半夏，徐炊，煎至一升半，去

滓，饮汁一小杯，一日三次，稍益，以知为度。若病

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久者，三饮而已。治

“厥气客于五藏六府，⋯⋯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

不瞑”［"］即治疗因邪气干扰，阳不能入于阴的失眠。

此方特殊之处是用法中的“ 千里流水”，虽非方中主

药，但从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医家们将“千里

流水”作为治疗失眠的主要成分来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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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孙思邈的《 备急千金要方》 中有一首治疗

“虚烦不得眠”的“千里流水汤”［ 后世又名“ 半夏

汤”（见《圣济总录》卷九十）、“温胆汤”（见《普

济方》卷三十四）］，方由半夏、麦门冬、茯苓、酸枣

仁、甘草、桂心、黄芩、远志、萆薢、人参、生姜、

秫米组成，用法“以千里流水一斛煮米，令蟹目沸，

扬之 万 遍，澄 清，取 一 斗 煮 药，取 二 升 半， 分 三

服。”［4］此方实际是《 灵枢》 “ 半夏汤” 的一首加味

方。与《三因》 温胆汤相同的药仅半夏、茯苓、甘

草、生姜四味。

以“温胆汤”命名，又治疗失眠的方剂最早见于

南北朝·姚僧垣的《集验方》，方由“ 生姜四两，半

夏二 两 （ 洗 ）， 橘 皮 三 两， 竹 茹 二 两， 枳 实 二 枚

（炙），甘草一两（炙）”组成，用于“大病后虚烦不

得眠，此胆寒故也。”［3］此方较《 三因》 温胆汤只少

茯苓、大枣 5 味，另生姜的用量最大，两倍于半夏、

竹茹。病机与《灵枢》半夏汤不同，明确指出为“胆

寒”致病，故方名为“温胆”。

从以上三首主治失眠，同时组方中含半夏的方剂

来看，《三因》温胆汤之源应该追溯到《灵枢》 中的

“半夏汤”、《千金方》 中的“ 千里流水汤”，但从方

名、主治病证与方剂组成来看，《 集验方》 之“ 温胆

汤”是其最直接的源头。

从方剂组成来看，与温胆汤组成药味相近的含半

夏、生姜、茯苓 4 味药的方剂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汉·

张仲景《 金匮要略》 卷中的“ 小半夏汤” 及“ 小半

夏加茯苓汤”。“ 小半夏汤” 方由“ 半夏一升，生姜

半斤”组成，“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原方用于治疗“ 呕家不渴，心下有支饮”。［6］“ 小半

夏加茯苓汤” 方由“ 半夏一升，生姜半斤，茯苓三

两”组成，“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二服”，

原方主治“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7］

而含半夏、陈皮、茯苓、甘草、生姜 6 味药的方

剂，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 389 年左右《僧深方》 中的

“生姜汤”，该方由“ 生姜五两，茯苓四两，半夏一

升，橘皮一两，甘草二两” 组成，用法“ 以水九升，

煮取三升七合，分三服”，用于“食已呕逆”。［8］

以上方剂所治疗的病证虽然与《三因》 温胆汤原

方主治不同，但却与后世《易简方》引用该方的主治

证非常相似：“大病后，虚烦不得睡。兼治心胆虚怯，

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眩惑，遂致心惊胆

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或短气悸乏，

或复自汗，或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

不安，悉能主之”。［:］王氏认为温胆汤不但可治不得

睡，也能治饮邪扰心的心惊、怯、悸、恶梦、烦，上

蒙清阳的眩，外溢肢体的四肢浮肿等；以及气郁不畅

的饮食无味、闷等。其补充的这些病证，与《 金匮》

小半夏汤、小半夏加茯苓汤，《深师方》 的生姜汤之

间的有一定关联，所以也可认为这些方剂也是《 三

因》温胆汤之源。

理清了这两个源头，也就不难理解《三因》 温胆

汤不但可以治疗失眠、癫痫等精神疾病，也可用于心

悸、眩晕、呕吐等心脑血管病与消化系统疾病。

5! 温胆汤之流

后世与《三因》温胆汤组成最相近的是《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 绍兴续添方，公元 ;;75 年） 的“ 二

陈汤”（半夏，橘红各五两，白茯苓三两，炙甘草一

两半。上 咀。每服四钱，用水一盏，生姜七片，乌

梅一个，同煎至六分，去滓热服，不拘时候。） 仅较

温胆汤少枳实、竹茹、大枣三味，多乌梅一味，主

治：“ 痰饮为患，或呕吐恶心，或头眩心悸，或中脘

不快，或发为寒热，或因食生冷，脾胃不和”。［9］其中

呕、悸、眩、中脘不快与《 易简》 引《 三因》 温胆

汤的主治相似。所以可以认为作为化痰调气基本方的

《局方》二陈汤，实际是《 三因》 温胆汤的一首简化

方。同时也提示枳实与竹茹两药对痰气交阻型失眠的

重要性。

另外，自《三因》温胆汤之后，以温胆汤命名的

方剂还有许多。

如宋代《仁斋直指小儿》 一书中的“ 防风温胆

汤”（半夏、枳壳、茯苓、橘皮、防风、甘草、生姜、

紫苏），此方有“消痰，顺气，疏风” 之功效，用于

治疗“小儿痉!”。［;<］《陈素庵妇科补解》 的“ 温胆

汤”（远志、枣仁、茯神、当归、川芎、钩藤、半夏、

广皮、甘草、香附、茯苓），用于“ 妇女经行，卒遇

惊恐，因而胆怯，神志失守，经血忽闭，面青筋搐，

口吐涎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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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代《世医得效方》 的“ 十味温胆汤” （ 半

夏、枳实、陈皮、白茯苓、酸枣仁、远志、五味子、

熟地黄、人参、甘草、生姜、大枣），用于治疗“ 心

胆虚怯，触事易惊，梦寐不祥，异象感惑，遂致心惊

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或短气悸

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

卧不安”。［%"］《万病回春》的“加味温胆汤”（半夏、

竹茹、枳实、陈皮、茯苓、甘草、酸枣仁、远志、五

味子、人参、熟地黄），用于治疗“病后虚烦不得卧，

及心胆虚怯，触事易惊，短气悸乏”。［%&］。

清代《医宗金鉴》的“加味温胆汤”（陈皮、半

夏、茯苓、炙 甘 草、枳 实、竹 茹、黄 芩、黄 连、麦

冬、芦根、生姜、大枣），用于治疗“ 妊娠恶阻因于

胃热者，呕吐，心中热烦愦闷，喜饮凉浆”。［%$］《 重

订通俗伤寒论》 的“ 十味温胆汤” （ 潞党参、辰茯

神、淡竹茹、熟地、枳实、姜半夏、广皮、炒枣仁、

远志肉、炙甘草、生姜、红枣），用于“ 伤寒触惊发

狂，经清肝胆，泻痰火后，以此方善后”，［%9］等等。

以上方剂在治疗病证上，除内科疾病外，还有妇

科、儿科疾病。内科病主要仍集中于心经疾患，有内

伤引起的虚烦失眠、心悸、惊恐，也有外感所致的发

狂等。妇科有惊恐所致的闭经，也有妊娠恶阻等。

在加味药物的种类上，有人参（ 党参）、熟地、

当归等补气养血药，远志、酸枣仁、五味子等安神

药，柴胡、防风、紫苏等疏风散邪药，黄连、黄芩等

清热泻火药，香附等理气药。可见温胆汤变证中以兼

虚、兼表邪、热邪者居多。这些加味药物可以认为是

温胆汤的常用而有效的配伍药物。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温胆汤是一首备受历代医

家关注的重要方剂，其加减后的各种类方也同样值得

我们借鉴利用，并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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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西医结合失眠抑郁诊疗新进展学习班

"、全国中西医结合肛肠病学习班暨学术会议

&、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脾胃病学习班

$、全国糖尿病中西医研究新进展

9、现代针灸临床治疗提高班

注：以上各班均聘请全国著名学者、各学科权威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来厦讲学。简章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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