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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用药调护探悉

● 李云海

　　摘　要　《金匮要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原书不仅论述杂病的辨证论治，而
且重视易被医家忽略的影响疾病疗效的各个环节，蕴含着重要的护理学思想。包括药前调护、服药调

护、药后调护三个方面，并对此作有详细记载，对后世用药调护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成为中医用

药调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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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匮要略》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一部诊治杂病的医学巨著，近两

千年来，历代医家勤耕细读，使其在

临床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然

而，该书同样蕴含着全面的辨证施

护思想。本文从药前调护、服药调

护、药后调护三个方面，对《金匮要

略》的护理学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

讨，以期对中医临证护理有所启迪。

１　药前调护
药前护理主要涉及药物的加

工炮制方法，药物的加工炮制具有

提高药物的纯度、消除毒副作用、

改变药物性情、增强疗效等作用。

《金匮要略》十分重视药物的加工

炮制，常于药后加注说明，其加工

炮制目的明确，方法多样，使用广

泛。该书的药物加工炮制法主要

有净制、碎制、洗渍、火制４类。
１１　净制法　即将药物洁净加工
的方法。《金匮要略》对药物的净

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①去

除非用药部分。如桂枝茯苓丸，方

中牡丹皮注“去心”，防己黄芪汤之

用黄芪，则注明“去芦”。又如大黄

虫丸中之 虫、虻虫要“去足、

翅”，猪苓汤之猪苓要“去皮”等，皆

为去其非用药部分的净制。②去其
副作用部分。如温经汤的麦冬要

“去心”，因为麦冬心可引起心烦。

③去其与用药相违部分。如仲景凡
用麻黄多云“去节”，皆强调要“先

煮去上沫”，乃因麻黄节有止汗作

用，不利于发散；先煮去上沫，因上浮

之沫易使人心烦，故要去之。又如其

用蜀椒，多云“去目及闭口”。“去闭

口”，其实也为去椒目，因闭口者内含

椒目。椒目气味苦寒，与川椒之热性

相反，故用时要将椒目去掉。仲景在

升麻鳖甲汤、大建中汤、乌梅丸、白术

散中，均有如此注明。

１２　碎制法　即将药物破碎的方
法。目的在于使药物的药效易于

煎出，充分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

《金匮》中的碎制方法有 咀、?、

切、擘、捣、杵、碎、研等８种。
１３　洗渍法　为洗涤浸渍的加工
方法。《金匮》中除以用水洗渍为

主之外，尚有用酒浸、醋渍之法。

洗渍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①洗去药物的毒性副作用。如洗
半夏，旨在去除其毒性和刺激咽喉

的副作用。洗蜀漆，旨在去其腥味

以防引起恶心呕吐。②改变药物
性情及增强药效。如酒浸大黄，

《金匮》于《产后病》篇对抵当汤中

之大黄注明用酒浸，主要是取其活

血化瘀作用，增强其活血之力并改

变其苦寒下走的药性。又如醋渍

乌梅，该书于乌梅丸后云：“以苦酒

渍乌梅一宿，去核。”苦酒即醋，乌

梅味酸，用苦酒渍一宿，令其益酸，

以增强效用。

１４　火制法　有炙、炒、烧、炮、
熬、煨６种。如蜀椒去油用炒，附
子去毒用炮，矿石类药用烧，烧之

使其易碎，如云母、矾石。枳实芍

药散中枳实为入血分用烧，鳖甲煎

丸中之阿胶用炙，炙则可使其膨起

焦酥，否则不易研末制丸用。皂夹

去燥性用酥炙，巴豆去油用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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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服药调护
２１　服药温度　《金匮要略》对服
药方法十分讲究，因病证不同，则用

药亦异，故而服药的温度亦有不同，

在《金匮要略》中，服药温度大致可

分为温服、小冷服和适寒温服三种情

况。①温服：这类服法为最常见，也
可称为常规服用方法，适用于病情稳

定，无急、甚、特的情况。《金匮要略》

中明文记载温服的方剂总计１１８方。
如栝楼桂枝汤、甘草泻心汤、栝楼薤

白白酒汤等。②小冷服：记载小冷服
者一处，为生姜半夏汤。该方适用于

寒饮结于胸中，阻碍气机的病症。恐

寒饮固结于胸中，格拒热药而不纳反

致呕逆，是从治之法，分四服者为徐徐

服之也。可免一次量大容易引起呕

吐。③适寒温服：如桂枝汤。
２２　服药时间与次数　①顿服：
《金匮要略》中顿服者可见１５处。虽
有顿服、顿服之、顿服尽、顿服一半之

不同，但顿服之义明确。如升麻鳖甲

汤、麻黄醇酒汤、红蓝花酒方等。②
昼日服：昼日服者分为平旦温服、日

一服、不可一日再服、日二服、日三

服、日再服等。记载一日三服者共计

３６方，如白虎加人参汤温服一升，日
三服。黄芪桂枝汤温服三合，日三

服。五苓散日饮服方寸匕，多饮暖

水，汗出愈等等。日一服者或不可一

日再服者有三，如候氏黑散、排脓散

为日一服；大乌头煎不可一日再服。

平旦服之者一处，为十枣汤。③昼夜
服：昼夜服分为日三夜一服、日再夜

一服、日三夜二服、至夜尽等。日三

夜一服者有六，如皂荚丸、麦门冬汤、

奔豚汤、生姜半夏汤，白术散，半夏厚

朴汤；日再夜一服者有二处，为赤丸、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日三夜二服者有

竹皮大丸；至夜尽者有泽漆汤。④二
次服（未定时）：分温二服者如黄土

汤、小承气汤。⑤三次服（未定时）：

记载的分温三服者，计３２方，如枳实
薤白桂枝汤、大黄附子汤等。⑥再
服：记载再服、更服、二次服或重服一

次者共３１方，如大建中汤、桂枝加黄
芪汤。⑦先食服（饭后服）：先食服
者有五，如乌头赤石脂丸、赤丸、己椒

苈黄丸、茵陈五苓散、乌梅丸。⑧食
前服：食前服有三，鳖甲煎丸、薯蓣

丸、桂枝茯苓丸。⑨常服：常服者一
处，为当归散。⑩因病服：蜀漆散未
发前以浆水服半钱。温疟加蜀漆半

分，临发时服一钱匕。

３　药后调护
３１　观察药后反应及注意事项　
药后观察及措施是护理过程中最

重要的环节。《金匮》处处体现了

这一调护思想。如《痉湿病脉证

并治第二》白术附子汤方后云：“一

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

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

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防已

黄芪汤方后云：“服后当如虫行皮

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

被绕腰以下，温令微汗，差。”《百合

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百合滑石

散方后云：“当微利者，止服，热则

除。”《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

十》乌头桂枝汤方后云：“初服二

合，不知，即取三合；又不知，复加

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

为中病。”《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

十二》大青龙汤方后云：“温服一

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白

术散方后云：“若呕，以醋浆水服

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

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

置。”根据服药后的反应采取不同

的救治措施，防止新的疾病发生。

３２　饮食调理，随方而异　开展
有中医特色的护理，其中饮食护理

占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匮要略》

中对食物，特别是对病人的食物禁

忌做了专门的论述。该书认为“凡

饮食之味，以养于身，食之有妨，反

能为害。若得宜，则养体、害则成

疾……。”足以说明饮食得当能补

益身体，促进疾病早愈。反之，则

可导致疾病或使病情加剧。《金匮

要略》的药后护理往往以饮食相

助，从而达到驱邪而不伤及正气的

目的。然而由于所使用的方剂不

同，饮食护理的方法也不同。

３２１　啜粥护理　如桂枝汤服法
“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以助药力”，

瓜蒌桂枝汤“取微汗，汗不出，食顷，

啜热粥发”，张仲景善用粥来协助药

物发挥药力，既能治愈疾病，又不损

伤脾胃。又如十枣汤“得快下之后，

糜粥自养”缓其药势，顾护胃气，攻补

兼施，祛邪扶正，药到病除。

３２２　其它饮食护理　如百合洗
方“洗已，食煮饼”，煮饼即麦粉做

成的小饼，益气生津，则津液得生，

口渴自解。五苓散治疗下焦饮逆

证，“多饮暖水，汗出愈”。旨在扶

助胃阳，补充水津，温行水气以发

汗，使水饮表里分消。当归生姜羊

肉汤重用羊肉，以血肉有情之品补

虚生血等。

３２３　饮食禁忌　《金匮要略》２３
至２５三篇专门讨论食物禁忌及杂
疗方，提出了许多食物禁忌调护原

则及护理方法，其中多数禁忌原则

都有一定科学道理和实用价值。

对于疾病的调护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如“羊肉其有素热者，不可食

之”。百合洗方“勿以盐豉”防其

损伤津液，加重口渴症状。侯氏黑

散“禁一切鱼肉大蒜”等。

综上所述，《金匮要略》的用药调

护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思想对后世的

用药调护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成为中医护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