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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瑭治疗温病用药特色

● 王　蕾１　指导：秦玉龙２

　　摘　要　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瑭在《温病条辨》书中详论温病三焦用药，分析各篇药物使用可见其
重视中焦脾胃。三焦用药以治上焦轻宣温邪，兼顾养阴益气；治中焦平调脾胃，权衡邪实正虚；治下焦填

精益髓，随证逐邪于外为特点。

　　关键词　吴瑭　《温病条辨》　药物应用

　　吴瑭在《温病条辨》中收载诸多温病治法，笔者整
理书中有明确用药的处方，分析药物使用规律，总结

出其治疗温病用药特色如下：

１　因证遣药　尤重脾胃
吴瑭于《温病条辨》中首倡“治上焦如羽，非轻不

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１］

的温病三焦用药原则。后世多认为吴氏治疗温病以

上、中、下三焦明辨不同法则，用药各有特色。然笔者

分析书中三焦病篇用药特点，发现其治疗温病重视中

上二焦，且对中焦脾胃尤为偏重。

《温病条辨》包括加减方共计２３９首方剂，其中上
焦篇６７首，中焦篇１１４首，下焦篇５８首，共使用药物
２４８味，三焦病篇药物归经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温病条辨》用药归经情况

归经
篇次

心肺 脾胃 肝肾

上焦篇 ４３７ ３２６ ２６３

中焦篇 ４３１ ５４７ ２５４

下焦篇 ２１２ ２３２ ２０５

总计 １０８０ １１０５ ７２２

　　注：表中统计数据将同时入“心肺”，或同时入“脾胃”，或
同时入“肝肾”的药物计为“１”。

由此可见，吴瑭虽明言：“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

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

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

肾也”，以三焦分期辨治温病，但用药始终未偏重中焦

脾胃，临证处方用药以入脾胃者居多。吴瑭辨治温病

重视中焦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２　因药论法　悉分治则
２１　轻宣温邪　固护气阴　上焦温病为温病初起阶
段，病在肺，逆传则入心包，治疗以轻宣为宜。《温病

条辨·上焦篇》方剂正体现这一特点。从组成来看，

６６首方剂中，有５７首方使用清热药，３５首方使用益
气药，３２首方使用解表药，３０首方使用化痰药，２５首
方使用滋阴药，２０首方使用利湿药。说明上焦篇方剂
组成是以清热药、益气养阴药、解表药、化痰利湿药为

主。

上焦篇方剂的主要配伍关系为：清热药常与解表

药、化痰药、利湿药配伍，并随证酌加益气养阴药。其

中清热药与解表药、祛湿化痰药配伍的有３５方；清热
药与益气养阴药配伍的有１４方；解表药与益气养阴
药配伍的有３方；祛湿化痰药与益气养阴药配伍的有
１方；祛湿化痰药与解表药配伍的有１方；益气养阴药
为主的有４方。

温病初起病在上焦，属表热证，清热药配伍解表

药可达轻宣肺热、解散表邪的作用。吴瑭清上焦温热

以泻火解毒、清热凉血并施，代表方如清营汤，方中金

银花、连翘“能内彻于心，外通于表，辛凉轻解，自可神

安热退，邪不自留耳”［２］；犀角、鲜地黄、玄参清热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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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急清营中之热；竹卷心清心泻火，解毒除烦，与黄

连同用取其“大苦大寒，苦燥湿，寒胜热，能泄降一切

有余之湿火”［３］。化斑汤中“石膏清肺胃之热，知母清

金保肺而治阳明独胜之热”［４］，两药相伍亦为吴氏清

上焦温邪主药。此外，桑菊饮中清热生津之芦根、解

毒之菊花，银翘散、栀子豉汤中清热除烦之竹叶、栀

子，银翘马勃散中清热解毒之射干、马勃，犀角地黄汤

中清热凉血之牡丹皮，皆为吴瑭常用的清心肺热邪之

药。解表法以辛凉解表为主，习用薄荷、淡豆豉、牛蒡

子、桑叶和升麻等，代表方如银翘散。若证属风寒，辛

温解表法亦不在所禁，诸如生姜、桂枝、荆芥、细辛、麻

黄、香薷、防风等皆可随证选用。

吴瑭治疗温病始终强调顾护气阴，缘于温邪易耗

伤气阴，代表方如清暑益气汤。此方出自《脾胃论》，

为清热益气之主方，李杲“以黄芪甘温补之为君；人

参、橘皮、当归、甘草，甘微温，补中益气为臣；苍术、白

术、泽泻，渗利而除湿；升麻、葛根，甘苦平，善解肌热，

又以风胜湿也；湿胜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炒曲甘辛、

青皮辛温，消食快气；肾恶躁，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

柏苦辛寒，借甘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以人参、

五味子、麦门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伤于庚金为

佐”［５］。吴氏则将和中益气之生姜、大枣，益气生津之

五味子入于方中，取其“主益气者，肺主诸气，酸能收，

正入肺补肺，故益气也”［６］。沙参麦冬汤是吴氏顾护

上焦阴津的代表方，方中南沙参、麦门冬、玉竹可甘寒

生津、清养肺胃。

温邪犯肺，最易损伤肺气，肺失宣降，可见咳嗽、

痰多，甚则水饮内停，因此吴瑭常以清热、解表药配伍

利湿化痰药。利湿化痰药可助肺气宣降，有利于宣散

肺热、解散表邪。方中或用半夏、桔梗、苦杏仁、瓜蒌

皮、贝母、竹沥等化痰止咳平喘，或用茯苓、薏苡仁、赤

小豆、丝瓜皮、滑石、通草等利水渗湿。

２２　平调脾胃　权衡虚实　中焦温病，邪已入里，正
气已伤，治疗应明确病属虚实，对证施治，调其所偏。

若胃阴不足，则滋养胃阴；若脾阳偏衰，则温补为先；

若燥热偏盛，或清无形热邪或攻有形燥结；脾湿偏盛，

则化湿清热。诸法并用，脾胃调和而中焦自安。

《温病条辨·中焦篇》载方１１４首，从药物组成来
看，６２首方使用清热药，４６首方使用理气药，４４首方
使用化湿药，４２首方使用利湿药，４０首方使用益气
药，３６首方使用解表药，３１首方使用化痰药，２８首方
使用温里药。

从方剂配伍特点来看：清热药常与祛湿化痰药、

益气养阴药、解表药配伍，此类方剂共计６２首，治疗
温热和湿温偏热盛诸证；祛湿化痰药常与理气药、解

表药、益气养阴药配伍，此类方剂共计３４首，治疗湿
温偏湿盛诸证。

吴瑭治疗中焦温病以“祛邪安中”为原则。“祛

邪”以祛除留滞中焦脾胃的热邪或湿邪为目的，恢复

脾胃的正常运化，以清热药、祛湿化痰药、理气药联合

使用为特色。清热以解毒燥湿和清热泻火两法最为

常用。解毒燥湿法治疗“阳明温病，无汗，实证未剧，

不可下，小便不利”或“内虚下陷，热利下重腹痛，脉左

小右大者”，代表方如冬地三黄汤、加味白头翁汤。前

者以鲜地黄、玄参解毒凉血，后者以秦皮、白头翁清热

解毒，两方均以黄柏、黄连、黄芩清热燥湿。清热泻火

法，以石膏、知母、栀子、竹叶、芦根为主，且多与理气

化痰药同用治疗湿热中阻证，代表方如杏仁石膏汤。

方中石膏配栀子，清中上二焦之热；黄柏直清下焦；杏

仁破壅降逆，配理中焦气结之枳实，可畅中而通宣三

焦；半夏合理气诸药可化痰燥湿，正如《本草纲目》所

云：“半夏能主痰饮及腹胀者，为其体滑而味辛性温

也，涎滑能润，辛温能散亦能润，故行湿而通大便，利

窍而泄小便，所谓辛走气能化痰，辛以润之是矣”。

祛湿化痰是吴瑭中焦温病“祛邪”法的另一重要

组成部分，祛湿以利水渗湿、理气化湿为主，代表方如

茵陈五苓散、薏苡竹叶散、滑石藿香汤等。茵陈五苓

散为仲景方，治“湿热黄疸，湿重于热，小便不利，烦

渴”者，其中“茵陈专理湿热，发黄者所必用也；佐以五

苓，旺中州，利膀胱；桂为向导，直达热所，无不克

矣”［７］。吴氏以薏苡竹叶散为清热化湿的代表方，方

中滑石、通草、茯苓、薏苡仁、白豆蔻，渗湿于下，配合

连翘、竹叶可清内蕴之湿热。滑石藿香汤则以厚朴、

藿香、白豆蔻理气化湿，更助滑石、通草、猪苓、茯苓利

水渗湿。化痰法以半夏、杏仁、桔梗、栝楼、前胡、竹茹

为主药，并与枳实、枳壳、陈皮、大腹皮等相须为用。

此外，吴瑭治疗中焦燥屎热结证，用药顺承胃气下降

之势，多以火麻仁润下，大黄、芒硝攻下。诸法合用，

或渗湿于下，或化痰于中，或攻邪于外，与清热法共奏

“祛邪”之功。

吴瑭的中焦“安中”法，重在补气，常以甘草、白

术、大枣、扁豆、人参、黄芪为主，代表方如补中益气

汤、附子粳米汤、理中汤等。益阴法惟用沙参麦冬汤。

２３　填精益髓　随证逐邪　下焦温病为温病末期，
多为温邪耗伤肝肾之阴，属虚多邪少证。就《温病条

辨·下焦篇》的方剂组成而言，５８首方，３４首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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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气药，２６首方使用补血药，２３首方使用补阴药，２０
首方使用温里药，１７首方使用化痰药，１５首方使用泻
下药，１３首方使用利湿药、清热药。

吴瑭治疗下焦温病诸虚证重在补益阴精，用药较

中上二焦质重味厚，且用量明显多于其他药类。以

《温病条辨·下焦篇》补益药为例：补阴药共计使用

５８次，用量总计１１８３５克，而益气药共计使用５４次，
用量总计 ３６３６克。补益阴精更以鸡子黄、龟板、海
参、鲍鱼和鳖甲等质地厚重者为主，配合人参、甘草、

大枣、白术益气养阴。代表方如三才汤、加减复脉汤、

专翕大生膏。此外，益阴药与阿胶、白芍药、当归等相

伍亦可补益阴血，代表方如一甲复脉汤、小定风珠、黄

连阿胶汤。吴氏对久病“脾阳消乏，肾阳亦惫者”，常

用菟丝子、鹿茸、补骨脂、羊肾温阳化气，代表方如安

肾汤。

吴瑭祛邪则以清温热余邪为本，随证配利湿化

痰、泻下、活血化瘀诸法。清热以鲜地黄、丹皮清热凉

血；以石膏、知母、金银花泻火解毒；对于湿热仍用黄

芩、黄连、黄柏之苦燥；若下焦阴虚燥热，以地骨皮、青

蒿与滋肾养阴药同用。利湿以茯苓、猪苓、薏苡仁淡

渗利湿；若小便不利，以瞿麦、石韦利尿通淋。《温病

条辨·下焦篇》多方应用巴豆、甘遂、大戟、大黄、芒

硝，皆非泻下积滞，而取其峻猛攻逐破结之力。如：控

涎丹治“一身及两胁走痛，痰挟死血者”，方中甘遂“通

水，而其气直透达所结处”［８］，以除心胸水饮；大戟“性

禀阴毒，峻利首推，苦寒下走肾阴，辛散上泻肺气，兼

横行经脉，故《本经》专治蛊毒十二水，腹满急痛等证，

皆浊阴填塞所致，然惟暴胀为宜”［９］。久病必挟血瘀，

水蛭、虻虫活血破瘀，皆可随证使用，代表方如鳖甲煎

丸、抵当汤。

综上所述，吴瑭三焦用药，不失治上者以轻、治中

者以平、治下者以沉的原则。治上焦轻宣温邪，兼顾

养阴益气；治中焦平调脾胃，权衡邪实正虚；治下焦填

精益髓，随证逐邪于外。各篇用药配伍灵活，所列诸

法为后世治疗温病提供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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