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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温病学派医著的整理，分析温病学派医家使用鲜药的方法和规律。方法 整理使用鲜药的医案、

处方，对鲜药的名称、病证范围、使用频数、性味、归经、用法用量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医案中使用鲜药的病案

共 1 748例，主治以风温病、疟疾、血证为主，鲜药品种 182种，使用频次 2 974次。鲜药性味甘、寒，主入上中焦，归胃、

肺经，多数药物使用剂量较大，并有其特殊的服用方法。结论 鲜药因清润的特质在温病治疗中应用广泛，其特殊的用法

用量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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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药运用在我国历史悠久，古代医书中多有

记载，随着温病学派的形成鲜药使用愈加广泛。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记

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由此启迪了屠呦呦先生用沸点只有 34. 6 ℃的乙醚

提取青蒿素。温病学派医家均善用鲜药，医案中

鲜药使用的记载也颇多，为鲜药临床应用留下了

宝贵的经验。

苏州市中医医院地处温病学派的发源地，成

立之初即供应鲜药材，但之后由于运输、贮藏等

多方面的原因，鲜药逐渐被干药替代。近年来，

苏州市中医医院逐步恢复了鲜药的供应和应用。

本文收集整理温病学派代表医家叶桂、吴瑭、薛

雪、吴有性等的医著，对其中鲜药应用的相关病

案及处方进行统计分析，整理鲜药品种、应用范

围和特殊用法等信息，探讨温病学家使用鲜药的

学术思想，传承其鲜药临床应用经验，为临床进

一步恢复鲜药使用及开发鲜药制剂提出思路和

建议。

1 资料

1. 1 资料来源

通过调研、访谈温病学派名老中医、专家等

方式，了解鲜药运用历史及擅长使用鲜药的名医

名家，列出医著目录，选择在学术上影响较大的

医籍和医案进行整理。检索古籍中带有“鲜”

“汁”“露”等字的中药，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1］《中药大辞典》［2］《鲜药的研究与应用》［3］

等资料考证并规范鲜药药用名称。

1. 2 纳入标准

①医案记载名称中明确带有“鲜”“汁”“露”

“生”等字的中药；②医案明确记载为鲜用，出现

鲜者、鲜用或鲜用部位的中药；③用法用量为捣

汁、绞汁、磨汁或蒸露的中药。

2 方法

2. 1 数据收集及规范化处理

采集鲜药相关病案及处方信息建立鲜药标准

数据库，涉及的中医病名、证型参照《中医诊断

学》［4］进行规范化处理，同一味中药使用部位或使

用方法不同的，列为不同药物。

2. 2 统计方法

利用 SPSS 22. 0统计分析功能对中医病名、证

型、鲜药品种、性味归经、用法等数据进行频数

分析，挖掘鲜药适应证、鲜药品种和用量用法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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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 1 温病医著鲜药使用情况

本文共收集整理温病学派医著 18部，病案 1
748例，其中使用鲜药处方 2 237张，记载的鲜药

品种共 182种。医著中记录使用鲜药种类最多的是

《临证指南医案》，相关病案 559例，处方 613张，

使用鲜药品种共75种。见表1。

3. 2 鲜药运用规律

3. 2. 1 运用鲜药的病证分布：记载使用鲜药的病

案 1 748例，使用鲜药频次最多的病证依次为风

温、疟疾、咳嗽、暑证等。见表2。

3. 2. 2 使用鲜药的品种：经筛选统计，182种鲜

药中有植物药 140种、动物药 42种，共计使用 2
974次，使用频次由高到低依次为生姜、姜汁、鲜

芦根、鲜生地黄等。见表3。

3. 2. 3 使用鲜药的性味、归经：鲜药按药性统

计，以寒性药 60种（32. 97 %）居多，其次为平性

药 47种（25. 82 %）、温性药 44种（24. 17 %）、凉

性药 21种（11. 54 %），热性药较少；药味总频次

239次，甘味药 110次 （46. 03 %） 最多，其次分

别 为 苦 味 药 44 次 （18. 41 %）、 辛 味 药 42 次

（17. 57 %）； 归 经 总 频 次 411 次 ， 胃 经 82 次

（19. 95 %） 最多，其次为肺经 75次 （18. 25 %）。

鲜药的功效以清热、生津为主。见图1。

3. 2. 4 常用鲜药的使用方法：鲜药的服用方法很

多，包含煎汤、自然汁内服、蒸露、煎膏，外敷

等，常见鲜药的特殊用法，如枇杷叶布包，鲜芦

根去节，鲜金斛、鲜霍斛需打烂先煎，枇杷露温

服，青葱管酒浸等。计量换算，一钱=3. 125 g，一

两=31. 25 g，半斤=八两=250 g［6］。见表4。
4 讨论

4. 1 鲜药在温病治疗中的应用特点

4. 1. 1鲜药的使用符合温病理论，在温病治疗中应

用广泛：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

热病的总称，包括风温、春温、湿温、秋燥、伏

暑、冬温、温疫、温毒、大头瘟、烂喉痧等多种

表1 温病医著鲜药使用情况

古籍

临证指南医案

曹沧洲医案

泊庐医案

未刻本叶氏医案

吴鞠通医案

绛雪园古方选注

扫叶庄医案

叶氏医案存真

吴门曹氏三代医验集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温病条辨

温病论 湿热论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薛生白医案精华

黄一峰医案医话集

洄溪医案

湿热条辨

扫叶庄一瓢老人医案

温疫论

处方（张）

613
483
245
155
147
115
103
100
97
52
52
16
16
16
9
7
7
4

品种（种）

75
33
32
35
26
34
43
42
36
42
30
15
18
7
12
8
12
2

表2 运用鲜药病证分布[例（%）]
病证

风温

疟疾

咳嗽

暑证

虚劳

医案数

173（9. 90）
101（5. 78）
95（5. 43）
75（4. 29）
64（3. 66）

病证

痰饮

喉风喉痹

咳血

吐血

噎膈

医案数

63（3. 60）
61（3. 49）
61（3. 49）
49（2. 80）
49（2. 80）

表3 使用鲜药的品种[例（%）]
药名

生姜

生姜汁

鲜芦根

鲜生地黄

鲜枇杷叶

枇杷露

鲜金斛

鲜荷叶

鲜霍斛

鲜佛手

频次

310（10. 42）
281（9. 45）
242（8. 14）
241（8. 10）
176（5. 92）
157（5. 28）
81（2. 39）
70（2. 35）
69（2. 32）
63（2. 12）

药名

鲜佩兰

鲜竹沥

鸡子黄

鲜沙参

鲜石菖蒲

甘蔗汁

梨汁

鲜藕汁

青葱管

羊肾

频次

60（2. 02）
58（1. 95）
58（1. 95）
48（1. 61）
40（1. 34）
39（1. 31）
37（1. 24）
35（1. 18）
35（1. 18）
30（1. 01）

图1 鲜药的归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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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基于其热、湿、阴伤等特性，鲜药对于温

病的治疗尤为适合［6］。从本文文献整理统计结果

来看，鲜药多用于风温、疟疾、咳嗽、暑证等病

证，这些疾病多为温邪上受所致的热证、血证和

外感病证。《温热论》中提到“温邪上受，首先犯

肺，逆传心包”；《时病论》中曰：“须知热病最易

伤阴，胃中津液被劫。”鲜药性味多寒、甘，寒能

清热，甘能生津，较干药清热养阴之力更胜，同

时其质清轻而润，归胃、肺经居多，主入上中焦，

能起到滋阴增液、养护胃气等功效，既可阻断温

病的传变途径，也符合温病学说“存津为第一要

务”的治疗原则。因此，温病学派医家均擅用鲜

药。2019年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

冠”） 为感受湿毒性质的疫疠之邪，属湿热类温

病范畴［7］，虽然临床对新冠的中医认识尚未统一，

但温病学派在疫病诊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思路［8］。郭志华等［9］认为，

新冠的致病因素具备湿热疫邪属性，初期多为邪

犯肺卫证，病属上焦，治当辛凉轻剂以辛凉宣肺，

方如桑菊饮、银翘散等。桑菊饮和银翘散均出自

《温病条辨》，所用药物均为轻清之品，且均用到

鲜芦根［10］，鲜芦根甘、寒，清、润，归肺胃经，

既能宣透热邪，又能生津补损，体现了“治上焦

如羽，非轻莫属”的用药原则。

4. 1. 2 鲜药品规丰富，本草考证待加强：温病学

说起源于吴地，吴中地区有良好的自然条件，道

地药材资源相当丰富，有记载的药用植物就有 900
多种。本次整理的医案中，记载使用的鲜药品种

中植物药有 140种，使用频率较高的生姜、芦根、

枇杷叶等均为吴中地区所常见，用药便于就地取

材，也是温病医家喜用鲜药的原因之一。除药材

直接入药外，温病医家还常用药汁、药露，汁、

露轻灵、芳香、凉润的特性也针对合温病病因及

伤阴的特点［11］。《温热论》曰：“如从湿热陷入者，

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鲜药一药

多用的情况也较常见，包括同一药物用药部位不

同，如鸡子黄与鸡子白、青葱管与葱白等；使用

方法不同的情况，如生姜与姜汁、鲜佛手与佛手

露等，为临床医家提供了更多用药选择。但研究

中也发现由于古籍记载的鲜药别名较多，需要与

本草药典对应逐一考证。同时还有一些药物虽然

未标明“鲜”，但是否需鲜用也应分辨，如《温病

条辨》曰：“生地者，鲜地黄未晒干者也……北人

并不知世有生地，佥谓干地黄为生地”。

4. 1. 3 鲜药的使用需要特别关注：文献记载鲜药

的常用剂量需要根据临床使用品种、成分进一步

研究。鲜药的使用方法可煎汤、绞汁、酒浸、蒸

露、煎膏、外用等，医案中记载的鲜药特殊用法

也较多，如绞汁类鲜药多冲服，露剂需另炖温服，

煎汤时根茎类鲜药需要捣碎、先煎，芳香类药物

需要后下，表面有毛的鲜药需要包煎，还有去节、

去蒂等特殊用法；不同用药部位及不同用法可能

产生不同的作用，如生姜多入煎汤，绞成姜汁则

多冲服或糊丸，姜汁较生姜凉润之性更强，可防

生姜温燥伤阴［12］，同时也适用于临床急症的救治。

4. 2 鲜药治疗温病临床经验传承和应用的思考

医著记载的鲜药品种繁杂，鲜药制备、应用

方法及其用量上与干药有很大差异，鲜药研究需

要理论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历史上及近代中

医各名家学派对鲜药的应用均有其经验特色［13-14］，

总结研究鲜药临床适应范围、处方应付和用法用

量，对于临床合理使用鲜药，更好地发挥鲜药效

用十分必要。本研究通过对鲜药本草考证和温病

学派古籍病案数据整理挖掘，初步确定鲜药品种、

用法用量和临床适用范围，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依据，为鲜药制剂研发提供基础数据和思路。但

表4 常用鲜药的给药剂量和服法

药名

生姜

生姜汁

鲜芦根

鲜生地

鲜枇杷叶

枇杷露

鲜金斛

鲜荷叶

鲜霍斛

鲜佛手

鲜佩兰

鲜竹沥

鸡子黄

鲜沙参

鲜石菖蒲

甘蔗汁

梨汁

鲜藕汁

青葱管

羊肾

常用量

三钱

三茶匙

一两

一两

三钱

一两

一两

一角~半张

一两

三钱五分

三钱

一两

二枚

五钱

三钱

一酒杯

一酒杯

一酒杯

三钱

四只

最大剂量

半斤

半杯

四两

二两

五钱

四两

一两

一张

一两五钱

四钱

三钱五分

二两

二十枚

八钱

三钱

一酒杯

一酒杯

一酒杯

三钱

四只

特殊用法

无

冲服或糊丸

去节

打

布包

温服

先煎

去蒂

打，先煎

无

后下

冲服

无

无

后下

冲服

冲服

冲服

酒浸，后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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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书中鲜药剂量经

换算后，某些鲜药的临床服用剂量远大于干药，

今后可通过现代有效成分含量检测等方法进一步

研究鲜药、干药剂量间的比例关系。鲜药的合理

使用将为温病及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更多的选择。

在传承的同时，可与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相互印证，

通过临床病案积累和临床疗效研究验证鲜药的有

效性、安全性，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综上所述，鲜药临证应用与温病治疗的理法

贯穿一致，对于温病的治疗尤为适宜，在临床应

用范围广泛，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同时，鲜药

资源丰富，多为地产中药和药食两用的物品，便

于推广应用。本研究还挖掘整理了医著中一部分

鲜药验方，如叶桂的叶氏养胃汤、五汁饮，吴瑭

的清络饮等，可进一步进行鲜药临方制剂和新制

剂研究。为临床科室传承温病理论，治疗温病及

相关疾病提供更多更合理的用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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