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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经典方剂是历代临床大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有效处方，是中国传统医药中的精华极品
，是中医理法方药的最高代表，历来在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
这些千古锤炼的名方用药适宜，配伍严谨，主次分明，恰合病情，是理法方药系统性的典型代表。
这些经典方剂入口蠲疴，效如桴鼓，经久不衰，深受历代医家之青睐。
中医临床的深入发展扩大了经典方剂的应用范围。
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加深了经典方剂的现代研究。
当今全球范围内的“中医热”也为中医经典方剂的应用与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这些研究与应用更进一步提高了经典方剂的临床治疗效果，再现了经典方剂的无限生命力。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经典方剂的进一步挖掘与发展，启迪中医临床工作者的思路，造福于人类，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与美国中医学院共同编写并成功发行了《难病奇方系列丛书》第一辑之后，中国中
医科学院又与美国中医学院联手组织编写了《难病奇方系列丛书》第二辑。
丛书第一辑精选了10个经典方剂，包括《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血府逐瘀汤》、《桃红
四物汤》、《金匮肾气丸》、《桂枝汤》、《归脾汤》、《阳和汤》、《银翘散》、《逍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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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理论研究介绍了五苓散的来源、组成、功效与主治及其衍生方，以及历代医家对五苓散的论述；
中篇临床研究介绍了五苓散在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中的临床运用；下篇实验研究介绍了五苓散
的制剂及药理等实验研究成果。
全书内容丰富，侧重于临床，适合于广大中医、中药专业临床及科研工作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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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理论研究　　第一章　概述　　一、五苓散的来源　　五苓散来源于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
《伤寒杂病论》。
功效利水渗湿，温阳化气。
本方在《伤寒论》中，原治太阳表邪未解，内传太阳之腑，以致膀胱气化不利，遂成太阳经腑同病之
蓄水证。
其症以小便不利为主，同时伴有头痛身热，口渴欲饮。
用五苓散利水渗湿，化气解表，使水行气化，表邪得解，脾气健运，则蓄水留饮诸症自除。
　　五苓散在《伤寒杂病论》中凡九见。
《伤寒论》：第71条“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
令胃气和则愈。
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第73条“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
茯苓甘草汤主之”；第74条“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日
水逆，五苓散主之”；第156条“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
不利者，五苓散主之”；第385条“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
水者，理中丸主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第31条“假令瘦人脐下有悸，
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第4条“脉浮，小便
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第5条“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日水逆，五
苓散主之”；《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第18条“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二、五苓散的组成与用法　　五苓散是一首利水之剂，其药物组成为猪苓（十八铢，去皮）、泽
泻（一两六铢）、白术（十八铢）、茯苓（十八铢）、桂枝（半两，去皮）。
用法为捣为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多饮暖水，汗出愈。
如法将息。
　　三、五苓散的功效与主治　　（一）五苓散各组成中药功效与主治　　I．茯苓　　【性味归经】
甘、淡，平。
归心、脾、肾经。
　　【功效】利水渗湿，健脾安神。
　　【运用】①用于各种水肿。
本品甘补淡渗，性平和缓，无寒热之偏，故可用于寒热虚实各种水肿。
若表邪不解，随经人腑之膀胱蓄水证，或水肿，小便不利，多与猪苓、白术、泽泻等用；若水热互结
，阴虚水肿，小便不利，可与滑石、阿胶、泽泻同用；若脾肾阳虚水肿，可与附子、生姜同用，如真
武汤。
　　②用于脾虚诸症。
能健脾补中，常与人参、白术、甘草等用；若脾虚停饮，多与桂枝同用；若脾虚泄泻可与山药、白术
、薏苡仁同用，如参苓白术散。
　　【用法用量】煎服，10—15g。
　　《本经》：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久
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
　　《本草经集注》：味甘，平，无毒。
止消渴唾，大腹淋沥，膈中痰水，水肿淋结，开胸腑，调脏气，伐肾邪，长阴，益气力，保神守中。
久服安魂魄，养神，不饥，延年。
一名茯菟。
其有抱根者，名茯神。
茯神，味甘，平。
主辟不祥，治风眩、风虚，五劳、七伤，口干，止惊悸，多恚怒，善忘，开心益智，安魂魄，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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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太山山谷大松下。
二月、八月采，阴干。
　　《本草衍义》：此物行水之功多，益心脾不可阙也。
　　《本草纲目》：茯苓，《史记?龟策传》作伏灵。
盖松之神灵之气，伏结而成，故谓之伏灵、伏神也。
《仙经》言：伏灵大如拳者，佩之令百鬼消灭，则神灵之气，亦可征矣。
俗作苓者，传写之讹尔。
下有伏灵，上有菟丝，故又名伏兔。
或云“其形如兔，故名”，亦通；后人治心悸必用茯神，故洁古张氏于风眩心虚，非茯神不能除，然
茯苓未尝不治心病也。
　　茯苓含茯苓聚糖、茯苓酸、脂肪、卵磷脂、胆碱、蛋白质等，茯苓具利尿作用，能增加尿中钾、
钠等电解质的排出，此外，还有镇静和降血糖作用。
　　2．猪苓　　【性味归经】甘、淡，平。
归肾、膀胱经。
　　【功效】利水渗湿。
　　【运用】用于水肿，小便不利，泄泻，淋证等。
本品甘补淡渗，利水渗湿作用较茯苓强，凡水湿滞留均可应用，若脾虚水肿，小便不利等，多与茯苓
、白术、泽泻同用；若水湿泄泻可与苍术、厚朴等同用，如胃苓汤；阴虚有热小便不利，淋证等，多
与滑石、阿胶同用，如猪苓汤。
　　【用法用量】煎服，5～10g。
　　【使用注意】无水湿者忌用。
　　《神农本草经》：主痃疟，解毒蛊注不祥，利水道。
久服，轻身、耐老。
一名猳猪尿。
生山谷。
　　《本草经集注》：味甘、苦，平，无毒。
生衡山山谷，及济阴冤朐。
二月、八月采，阴干。
　　《本草衍义》：猪苓引水之功多，久服必损肾气，昏人目。
　　《本草纲目》：开腠理，治淋肿脚气，白浊带下，妊娠子淋胎肿，小便不利。
并谓开腠理利小便与茯苓同功，但入补药不如茯苓也。
　　猪苓主要含麦角甾醇、粗蛋白、多糖等。
其水煎剂有较强利尿作用。
其利尿机制主要是抑制肾小管对水及电解质，特别是钾、钠的重吸收所致，猪苓多糖还有一定的抗肿
瘤、防止肝炎的作用。
　　3．白术　　【性味归经】苦、甘，温。
归脾、胃经。
　　【功效】补气健脾，燥湿利水，止汗，安胎。
　　【运用】用于脾虚水停，而为痰饮、水肿、小便不利。
白术可补气健脾，又能燥湿利水，故用之宜。
治痰饮，常配桂枝、茯苓等．以温脾化饮；治水肿，常配茯苓、泽泻等，以健脾利湿。
　　【用法用量】煎服，10—15g。
燥湿健脾宜生用，补气健脾宜炒用，健脾止泻宜炒焦用。
　　《神农本草经》：术，味苦，温。
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
止汗，除热，消食，作煎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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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服，轻身、延年、不饥。
一名山蓟（《艺文类聚》引作山筋），生山谷。
　　《本草经集注》：主大风在身面，风眩头痛，目泪出，消痰水，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
及霍乱、吐下不止，利腰脐间血，益津液，暖胃，消谷，嗜食。
作煎饵。
一名山蓟，一名山姜，一名山连。
生郑山山谷、汉中、南郑。
二月、三月、八月、九月采根。
曝干。
　　《本草汇言》：白术，乃扶植脾胃，散湿除痹，消食除痞之要药，脾虚不健，术能补之；胃虚不
纳，术能助之。
　　白术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苍术酮，白术内酯A、B及糖类等，有强壮、利尿、降血糖、抗血
凝作用，并有保护肝脏、防止四氯化碳所致肝糖原减少的作用。
　　4．泽泻　　【性味归经】甘、淡，寒。
归肾、膀胱经。
　　【功效】利水渗湿，泄热。
　　【运用】用于水肿，小便不利，泄泻，淋证及痰饮等。
本品甘补淡渗、利水渗湿作用较茯苓强且性寒能泄肾与膀胱热，下焦湿热者尤宜，多与薏苡仁、猪苓
等同用。
治水湿痰饮眩晕多与茯苓、白术同用，如泽泻汤。
　　【用法用量】煎服，5一10g。
　　《神农本草经》：味甘，寒。
主风寒湿痹，乳难。
消水，养五脏，益气力，肥健。
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
一名水泻，一名芒芋，一名鹄泻。
生池泽。
　　《日华子本草》：主头眩，耳虚鸣。
　　《本草新编》：泽泻，味甘、酸、微咸，气寒，沉而降，阴中微阳，无毒。
入太阳、少阳足经，能人肾。
长于利水，去阴汗，利小便如神，除湿去渴之仙丹也。
　　《本草纲目》：渗湿热，行痰饮，止呕吐，泻痢，疝痛，脚气。
仲景地黄丸，用茯苓泽泻者，乃取其泻膀胱之邪气，非引接也。
　　泽泻主要含三萜类化合物、挥发油、生物碱等。
有显著的利尿作用。
能增加尿量、尿素等的排泄，对肾炎患者利尿作用更明显。
有降压、降血糖作用。
还有抗脂肪肝作用。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结核杆菌有抑制作用。
　　5．桂枝　　【性味归经】辛、甘，温。
归心、肺、膀胱经。
　　【功效1发汗解肌，温通经脉，助阳化气。
　　【运用】用于痰饮蓄水证。
本品甘温能助阳化气以行水，除痰饮之邪。
如脾阳不运，痰饮眩悸者，常与白术、茯苓同用，如苓桂术甘汤；若膀胱气化不行，水肿小便不利者
，每与猪苓、泽泻等同用，如五苓散。
　　【用法用量】煎服，3～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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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注意】本品辛温助热，容易伤阴动血，凡外感热病，阴虚火热，血热妄行等证，均当慎用
，孕妇及月经过多者慎用。
　　《珍珠囊》：主伤风头痛，开腠理，解表发汗，去皮肤风湿。
　　《本经疏证》：其用之道有六：曰和营，曰通阳，曰利水，曰气，曰行水，曰补中。
　　《新修本草》：主治冲逆也，旁治奔豚头痛、发热恶风、汗出身痛。
　　《证类本草》：桂枝，轻，解肌，调营卫，辛甘而温，气薄升浮。
入太阴肺、太阳膀胱经。
温经通脉，发汗解肌（能利肺气。
经日：辛甘发散为阳）。
治伤风头痛（无汗能发），中风自汗（有汗能止。
中，犹伤也，古文通用，自汗属阳虚。
桂枝为君，芍药、甘草为佐。
加姜、枣名桂枝汤，能和营实表），调和营卫，使邪从汗出，而汗自止。
亦治手足痛风、胁风（痛风有风痰、风湿、湿痰、瘀血、气虚、血虚之异。
桂枝用作引经。
胁风属肝，桂能平肝。
　　《本草经集注》：辛温无毒。
体轻而上行。
浮而升阳也。
入足太阳经。
（即取木桂之最薄者。
去其粗皮是也）主治伤风头痛。
开腠理。
解表止烦发汗。
去皮肤风湿。
泄奔豚。
散下焦蓄血。
利肺气。
疗痛风。
横行手臂。
　　本品含挥发油，其主要成分为桂皮醛等，桂枝煎剂有降温解热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
萄球菌、伤寒杆菌、常见致病皮肤真菌、流感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桂皮油、桂皮醛对结核杆菌有抑制作用，桂皮油有健胃、缓解胃肠痉挛及利尿强心等作用。
桂皮醛有镇痛镇静抗惊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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