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22-05-24
作者简介：周敬文（1995-），女， 2019级硕士研究生；E-mail：960378964@qq.com
通信作者：老膺荣（1971-），男，博士，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laoyingrong@qq.com
基金项目：省部共建中医湿证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编号：SZ2021ZZ0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龙砂医学流派传承基地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

教函[2012]228号）；广东省中医院顾植山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中医二院[2014]089号）

基于文献梳理的备化汤中地黄使用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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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备化汤首载于宋代名医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十六首运气方之一。作为治疗“湿寒合德”所致病症的运

气方（基于五运六气理论而拟定的方剂），备化汤主要由木瓜、茯神、牛膝、附子、地黄、覆盆子、甘草、生姜等组成，在

湿证与湿病的治疗上应用广泛。有关备化汤中地黄的使用，宋代的陈无择及其之后的缪问与王旭高对其记述有所不同。陈

无择根据丑未之岁运气常位状态下的疾病表现，本“功能气味，合其性用”的治法，宗“甘温治其下”的原则使用熟地

黄；缪问在龙砂医家临证实践的基础上，考虑到太阴湿土主岁之年可能出现的火郁情况而使用生地黄；王旭高则主张辨证

使用生地黄或熟地黄。现代医家在应用备化汤时，可以结合理论解读与临证实践，酌情选用生地黄或熟地黄。备化汤组方

用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如能系统掌握和大胆应用其配伍规律，备化汤可在湿证与湿病的治疗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备化汤；五运六气；运气方；地黄；湿证；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中图分类号：R28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213（2023）02 - 0488 - 06
DOI：10. 13359/j. cnki. gzxbtcm. 2023. 02. 035

Study on the Use of Rehmanniae Radix in Beihua Decoction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ZHOU Jing-Wen1，2， LAO Ying-Rong1， ZHOU Wei1， LIU Qin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ampness Syndrome of Chinese Medicine，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120 Guangdong，China；2. Th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School，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sixteen circuit qi formulae，Beihua Decoction was firstly recorded in Treatise on Three

Categories of Pathogenic Factors and Prescriptions（San Yin Ji Yi Bing Zheng Fang Lun）written by the practitioner
CHEN Wu-Ze in the Song Dynasty. Beihua Decoction is mainly composed of Chaenomelis Fructus，Sclerotium
Poriae Circum Radicem Pini，Achyranthis Bidentatae Radix，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Rehmanniae
Radix，Rubi Fructus，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and Zingiberis Recens Rhizoma. The decoc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one of the circuit qi formulae（the formula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climatic factors）indicated for the syndrome due to“the predominance of cold-damp after the Limit of Heat（14th
solar term）”，and is widely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damp syndrome and damp diseases. The use of Rehmanniae
Radix in Beihua Decoction was recorded differently by CHEN Wu-Z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later by MIAO Wen
and WANG Xu-Gao. Based on therapeutic principle of“use of the herb by considering its property and action”for
the diseases in regular yearly evolutive phase of the Chou and Wei year（the 2nd and 8th of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CHEN Wu-Ze used Rehmanniae Radix Preparata to“treat the cold-water of zaiquan（the second half
of the alterable yearly circuit qi）with sweet-warm property”. On the basis of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the Longsha
School，MIAO Wen used Rehmanniae Radix Recen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ire-stagnation that may occur in the
regular yearly evolutive phase of the year when taiyin damp-earth is predominated. WANG Xu-Gao advoc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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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either Rehmanniae Radix Recens or Rehmanniae Radix Praeparata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odern practitioners can select either Rehmanniae Radix Recens or Rehmanniae Radix Praeparata d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Beihua Decoc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linical practice. The compatibility of
Beihua Decoction has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and the prescription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damp syndrome and damp diseases if the compatibility is systematically mastered and applied boldly.
Keywords：Beihua Decoction；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climatic factors； circuit qi formulae；Rehmanniae

Radix；damp syndrome；CHEN Wu-Ze；Treatise on Three Categories of Pathogenic Factors and

Prescriptions（San Yin Ji Yi Bing Zheng Fang Lun）

五运六气学说是基于天人相应的“六气六

律”和“五气更立”的周期变化理论而建立的，

用于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

和疾病的影响，进而研究把握自然动态周期规

律，以进行诊治疾病与养生治未病的一门学问 [1]。

三因司天方又称运气方，首载于宋代名医陈无择

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陈无择于该书的五运时

气及六气时行民病证治篇，立天干十方、地支六

方，共十六首运气方。之后清代的缪问从姜健处

获得《三因司天方》并详加注释，王旭高将运气

方编于《运气证治歌诀》得以传世[2]。当下，随着

对龙砂医学流派（以江阴龙山、砂山地区为源头，

由元代著名学者陆文圭奠定文化基础，经明、清

两代医家的积累，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展而形成的

在苏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学术传承的深

入开展，五运六气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而

运气方作为五运六气临证应用的体现，也相应地

得到广泛推广。

备化汤为地支六方之一，主要由木瓜、茯

神、牛膝、附子、地黄、覆盆子、甘草、生姜等

组成，主治丑未之岁，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

在泉，“湿寒合德”所致湿病与湿证。在一个60年
的甲子周期中，地支为丑或未的年份共有 10年。

这 10年中，寒湿病证通常多见，备化汤应用机会

也较多。然查阅运气方备化汤在文献中的记载，

地黄一药俱不相同，陈无择用熟地黄，缪问释生

地黄，王旭高只记载为地黄，后代学者对此常存

疑惑，临证时亦不知如何用药。本文以《黄帝内

经》五运六气学说为理论依据，通过梳理相关文

献，从运气条件中找寻应用依据，分析诸位医家

书中地黄不同的原因，并结合现代医家临证实

践，探讨备化汤中地黄的选用。

1 中医文献记载的备化汤中地黄应用差异

备化汤主要记载于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

病证方论》、清代缪问的《三因司天方》、清代王

旭高的《运气证治歌诀》。这 3本著作中记载备化

汤中地黄的运用情况见表1。

2 运气理论中丑未之岁的治法

《黄帝内经·素问》中有关运气的7篇大论是与

运气理论相关的专篇，分别为“天元记大论篇”

“五运行大论篇”“六微旨大论篇”“气交变大论

篇”“五常政大论篇”“六元正纪大论篇”“至真要

大论篇”。这 7篇大论详细论述了气候变化与物

候、病候的关联及其诊断与治疗特点。备化汤是

针对丑未之岁的运气格局而设，因此分析方中地

黄的用药思路，首先需要从《黄帝内经》论述的

丑未之岁的运气特点入手，分析该年的运气病机

与治疗原则。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太阴司天的治疗

原则为“必折其郁气，而取化源，益其岁气，无

使邪胜”，基本治法为“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

之泄之。……必赞其阳火，令御其寒。从气异

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热化，同湿者以燥

化”。具体的与各岁运结合后的治法如表 2所示。

从表2可知，丑未与天干结合后各岁的治法虽有区

别，但仍以温热、苦甘为主。从五行生克的角度

而论，湿邪属土，燥能胜之，苦从火化，火能助

燥 [5]，以苦燥湿，以热助阳化湿。根据《素问·六

元正纪大论》中所载的“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

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可知其记录的是运气

推演的正常情况，文中的治法亦是针对运气常位

状态下的疾病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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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至真要大论》在总结前面几篇大论内

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六气胜复郁发等情况下的表

现与治法，结合该篇所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

也”，可知《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论述的丑未之

岁治法主要针对非运气常位状态下的疾病病机。

由表3可知，丑未之岁，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

在泉，当司天、在泉之气失常而为病时，无论是

寒淫于下，抑或湿淫于上，其治法仍以苦、热为

主。若湿甚而热，出现了热象，其治法由“热”

改为“温”。当丑未之岁，实际气候与司天、在泉

之气相反时，即司天邪胜、邪气反胜，具体表现

为热胜司天之湿、在泉之寒，此时治法出现了改

变，强调用苦寒、咸冷以治热。当丑未之岁，六

气相胜情况下，湿气偏胜时，其治法仍强调热；

而当湿气太过，风气来复时，其治疗才强调寒。

表1 文献记载备化汤中地黄运用概况

Table 1 Application of Rehmanniae Radix in Beihua Decoction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书名及著者

《三因极一病证
方论》 宋·陈无
择[3]73

《三 因 司 天 方》
清·缪问[3]238

《运气证治歌诀》
清·王旭高[4]143

论述内容

治丑未之岁，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病者关节不利，
筋脉拘急，身重萎弱，或温疠盛行，远近咸若，或胸腹满闷，
甚则浮肿，寒疟血溢，腰脽（椎）痛

丑未之岁，阴专其令，阳气退避，民病腹胀跗肿，血溢，寒湿
等症，寒湿合邪可知。夫寒则太阳之气不行，湿则太阴之气不
运，君以附子大热之品通行上下，逐湿除寒，但阴极之至，则
阳必伸，湿中之火逼血上行，佐以生地，凉沸腾之血，并以制
附子之刚。覆盆子味甘平，补虚续绝，强阳益阴。牛膝、木
瓜，治关节诸痛，即经所谓赞其阳火，令御其寒之大法也。茯
苓除满和中，生姜、甘草，辛甘温土，且兼以制地黄之腻隔，
甘草并可缓附子之伤阴，谓非有制之师耶

歌诀：备化汤年临丑未，司天湿土太阴居，覆盆茯膝瓜甘地，
赞火御寒姜附胥。方解：《内经》：“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太
阳在泉，寒淫所胜。”为病与此大不同。其治司天之湿淫，主
以苦温，佐以酸辛。湿上甚而为热，则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
止也。其治在泉之寒淫，主以甘热，佐以苦辛。而此云，酸苦
以平其上，甘温以治其下，正与经文相合处

药物组成

木瓜干、茯神去木各一两；牛膝酒
浸，附子（炮）去皮脐，各三分；熟地
黄、覆盆子各半两；甘草一分；生姜
三分。自大寒至春分，依正方；自春
分至小满，去附子，加天麻、防风各
半两；自小满至大暑，加泽泻三分；
自大暑直至大寒，并依正方

木瓜、茯神各一钱五分， 牛膝、附
子（炮）各一钱二分半，熟地、覆盆子
各一钱，甘草七分。上剉，入姜五
片，水煎服

木瓜（酸温），茯神（甘淡），牛膝（苦
酸），附子（苦辛热），地黄（甘寒），
覆盆子（甘温），甘草（甘平），生姜
（辛温）

表2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记载的丑未与天干结合后

各岁的治法

Table 2 Therapeutic principles for regular yearly
evolutive phase of the Chou and Wei year（the 2nd and 8th

of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combined with Heavenly
Stems recorded in the chapter of Six Climatic Factors in

Regular Yearly Evolutive Phase of the Sixty

Years from Plain Questions

丑未之岁（运气常位状态）

乙丑、乙未岁

辛未、辛丑岁

丁丑、丁未岁

癸未、癸丑岁

己丑、己未岁

药食所宜（治法）

其化上苦热，中酸和，下甘热

其化上苦热，中苦和，下苦热

其化上苦温，中辛温，下甘热

其化上苦温，中咸温，下甘热

其化上苦热，中甘和，下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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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丑未之岁相关的治法

Table 3 Therapeutical principles for non-regular yearly
evolutive phase of the Chou and Wei year（the 2nd and 8th

of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recorded in the chapter
of Profound and Important Theory from Plain Questions

丑未之岁
（非运气常位状态）

天地之气内淫

天气之变

司天邪胜

邪气反胜

六气相胜

六气之复

治法

诸气在泉……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
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司天之气，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
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
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

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

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
辛，以苦平之

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

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
之，以甘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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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丑未之岁，六气胜复郁发情况下的运气变

化影响着治法的寒热偏性。

结合《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出的“土位之

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水位之主，其泻

以咸，其补以苦。……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

苦泻之，以甘缓之。……太阳之客，以苦补之，

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可见太阴湿土

的治法总不离苦泻甘补，太阳寒水的治法总不离

咸泻苦补。因此，丑未之岁的治法，从五味的角

度而论，总以苦为主，以甘辛酸咸为辅；从四气

的角度而论，运气常位、运气太过的治法以温、

热为主，而邪气来复、所不胜之气反胜的治法则

以寒、凉为主。

3 基于运气理论探析中医文献中备化汤的

地黄应用差异

3. 1 陈无择用熟地黄 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

论》卷二“纪用备论”记载：“古之治法，遇岁主

脏害，虽平治之不同，必以所胜而命之……至于

折抑主客，郁发胜复，治之亦莫越于功能气

味……今则不然，惟取其性用之所利，而治其灾

变之所伤……卫生明哲之士，当不拘于此也”[3]35。

由此可知，陈无择反对惟取其性用所利而治，重

视功能气味在治法中的作用。备化汤原文前，陈

无择提出，“丑未之岁……治法用酸以平其上，甘

温治其下，以苦燥之、温之，甚则发之、泄之，

赞其阳火，令御其寒”[3]73，可见其理论源自《素

问·六元正纪大论》。陈无择书中备化汤的治法是

针对正常运气状态下的病机特点，并且强调利用

药物性味的生克乘侮规律，因此本文亦侧重于通

过药物性味比较，探讨陈无择用熟地黄之意。

有关药物的性味，首先可参考 《神农本草

经》。然《神农本草经》中无熟地黄，仅有干地

黄。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大风治法”

中，载有“三济圆”[3]182，方中生、熟地黄同用，熟

地黄二两，生地黄一斤。可见，陈无择用药，对

生地黄与熟地黄的运用是有区分的。本草文献

中，熟地黄作药名，首载于北宋中叶政府颁布的

《本草图经》，然未详述其性味功用 [6]。研究显示，

《纂类本草》一书疑为陈言（无择）所撰，然原书

佚，部分佚文存于《宝庆本草折衷》中[7]，无熟地

黄之条文，故目前未能获得陈无择对于熟地黄的

相关论述。有学者提出，分析陈无择的用药时，

可参考其同时代本草著作《证类本草》[8]。《证类本

草》中记载：“《经》只言干、生二种，不言熟

者。如血虚劳热，产后虚热，老人中虚燥热，须

地黄者，生与生干，常虑太寒，如此之类，故后

世改用熟者……此等与干、生二种，功治殊

别”[9]。可见，宋代医家已区分生地黄与熟地黄的

药性、功用，认为生地黄性寒，熟地黄性温且功

用偏于补虚。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人参当

归散”的用法中，注释“地黄宜用生干者，虚甚

则用熟者”，其用熟地黄重在补虚[10]，与《证类本

草》中治疗血虚劳热、产后虚热、老人中虚燥热

须用熟地黄相符。故认为，陈无择对生地黄性味

功用的认识，遵从《神农本草经》，即生地黄“味

甘，寒。主折跌绝筋，伤中，逐血痹，填骨髓，

长肌肉，作汤除寒热积聚除痹”[11]；对熟地黄性味

功用的认识，与宋代医籍观点一致，即熟地黄味

甘性温，偏重补虚。

陈无择取《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之意，指出

丑未之岁的基本治法是用苦（温）以燥土、温水，

治上下之寒湿。若寒湿太盛，还需发汗、利下以

导湿邪外出，扶阳、助火以御寒邪入侵。同时，

陈无择还提出，针对司天之湿土，需用酸以扶木

制土，针对在泉之寒水，需用甘温以实土御水。

纵观备化汤所用药物性味，牛膝苦酸，木瓜酸

温，覆盆子、茯神、甘草甘平，附子辛甘温大

热，生姜辛微温，均体现了“酸以平其上，甘温

治其下，以苦燥之、温之，甚则发之、泄之”的

治法，强调苦、酸、甘、温的药物性味的作用。

熟地黄甘温之性与制方原则相符，因此陈无择据

丑未之岁，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运气常

位下的疾病表现，本“功能气味，合其性用”的

治法，宗“甘温治其下”的原则，用熟地黄之

温，治在泉之寒水。

3. 2 缪问注释为生地黄 《三因司天方》中备化

汤证治原文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容基本相

同，惟记录药物用量不同。缪问在记录此方的用

药时，著录的是熟地黄，但在其后的注释中，却

注释为生地黄。再看书中其他使用地黄的运气

方，五味子汤与苁蓉牛膝汤，陈无择书中均用熟

地黄，缪问记录此类方药和注释方时亦为熟地

黄，并非注释为生地黄，且熟地黄一药的释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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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备化汤中的生地黄。五味子汤中，缪问云：

“再佐以熟地，甘苦悦下之味，填补肾阴”[3]236；苁

蓉牛膝汤中，缪问云：“熟地苦以坚肾，湿以滋

燥，肾中之阴尤有赖”[3]234。由此可见，缪问笔下，

熟地黄与生地黄并不相同，熟地黄重在填补肾

阴，生地黄重在凉沸腾之血，其在备化汤中用生

地黄注释该方是有意而为之。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太阴之胜，火气内

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独胜，则湿气内

郁，寒迫下焦”。此论述表明，太阴湿土之气过盛

时，可能出现火气内郁或寒迫下焦两种情况，其

中寒迫下焦指的是单纯的寒湿表现，而火气内郁

则强调了湿与火的密切相关。湿气偏盛时，火热

之气受到郁遏，素体壮实之人，肌表发散作用受

限，阳热之气困积于内，郁而化火，出现一系列

如张介宾所言的“寒湿外盛，则心火内郁”的邪

气反胜表现，如疮疡、心痛、热格等，此时疾病

的病机表现已非单纯之湿，而是热反胜湿，以热

为主。

寒湿郁而化热，除与运气格局、个人体质相

关外，与用药亦相关。当用药过于苦、温时，也

会导致邪气反胜，疾病的病机向热转化，此时正

如缪问所言，用生地黄制附子之刚，则为必要。

六气太过，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亦影响病机的寒

热属性。如湿气太过，厥阴风木来复，风性偏

温，气候转为温热。此时的治法，如《素问·至真

要大论》所言，“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

辛，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强调用酸寒以治温

热。缪问注释的《三因司天方》是经过姜体乾等

龙砂医家临证实践并增损化裁过的 [12]，临证应用

中，姜体乾等龙砂医家可能正是用生地黄以应对

病机中火热转化的情况。因此，缪问注释该方时

用生地黄，是在龙砂医家临证实践的基础上，考

虑到六气的胜复、病性的转化而提出的。

3. 3 王旭高述地黄 王旭高（1798-1862年）与缪

问（1737-1803年）同为龙砂著名医家，前者比后者

生活年代稍晚。王旭高的《运气证治歌诀》中，

备化汤的药物组成仅记录为“地黄”，性味备注为

“甘寒”，未具体明确是熟地黄还是生地黄，歌诀

及方解中亦未体现。查阅五味子汤与苁蓉牛膝

汤，王旭高书中佚五味子汤一方，仅有苁蓉牛膝

汤。苁蓉牛膝汤中，王旭高记录方药及所编歌诀

均著录为熟地黄，同陈无择及缪问之言，未备注

药物性味。苁蓉牛膝汤的方解中云：“此以肝虚伤

燥，血液大亏，故用苁蓉、熟地峻补肾阴，是虚

则补母之法也。”[4]138另查阅《王旭高临证医案》[13]，

其中所用的地黄大都区分了是熟地黄或是生地

黄。可见，王旭高在备化汤中只写地黄亦是有意

而为之。

《运气证治歌诀》总论中，王旭高云：“运气

证治方……揆其大旨，不出《内经》六淫治例，

与夫五脏苦欲补泻之义”[4]135。王旭高认为，运气方

的制方思想不出《黄帝内经》，歌诀后的方解亦是

用《黄帝内经》作解。备化汤的方解中，王旭高

所述与陈无择同，用“酸苦以平其上，甘温以治

其下”解方，则地黄当为熟地黄；但地黄后备注

甘寒，则生地黄更为相符。因此，综合考虑，王

旭高在备化汤中记录为“地黄”，是其在陈无择及

缪问基础上，认为生地黄与熟地黄均可使用而未

进一步明确，临证中支持辨证选用地黄。

4 当代医家临证使用备化汤及其地黄情况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美国医学

在线（PubMed）、荷兰医学文献数据库（Embase），

以及中国中医药报已发表的运气方备化汤临床验

案，以了解当代医家对备化汤及其地黄的临证应

用，分析其中地黄的使用情况。检索时间自各库

建库时间至 2022 年 9 月。结果共检索得到题录

148 条，剔除重复文献 26 篇，经阅读摘要及全

文，排除非验案报道类文献 91篇，最终得到符合

标准的文献31篇，其中期刊文献17篇，学位论文

1篇，会议论文1篇，报纸文章12篇，总共涉及病

例 45例，病种分布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

五官科、皮肤科等，处方时间分布于 2014年至

2021年。

统计纳入病例中地黄的使用情况，发现当代

医家使用备化汤时，地黄的使用共有4种情况：使

用熟地黄（28 次，占比 62.2%）；使用生地黄

（13 次，占比 28.9%）；生熟地黄同用（2次，占比

4.4%）；不用地黄（2次，占比 4.4%）。可见，熟地

黄的运用占比最高。

整理纳入的病案病例中，医家运用备化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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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思路有以下几种情况：（1）未具体说明用药

思路（19 例，占比 42.2%）；（2）只引用缪问之言

（14例，占比 31.1%）；（3）同时引用陈无择、缪

问之言（7 例，占比 15.6%）；（4）不同于陈无择、

缪问或王旭高之言（4例，占比 8.9%）；（5）同时引

用陈无择、缪问、王旭高之言（1例，占比 2.2%）。

由此可见，大部分病例中未具体分析处方的用药

思路；进行用药分析的病例中，以缪问的观点为

主，亦有医家同时引用陈无择、缪问的观点，但

未进一步对比探讨陈无择与缪问观点的差异及原

因。因此，本文对备化汤中地黄在诸位医家著作

中的运用进行分析，有利于理解备化汤的组方思

路，指导临证应用。

顾植山教授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龙砂医学流

派代表性传承人，对五运六气的临证应用具有丰

富的经验。顾植山教授曾指出，临证应用备化汤

时，火、热之象不显著时可选用熟地黄；若出现

燥、热显象，则附子用量应注意，并可改熟地黄

为生地黄。2015年乙未年，顾植山教授在临证中

对苏、皖地区患者多用熟地黄，对初夏气候偏燥

热的山东地区患者则常改用生地黄[14]。顾植山教授

的观点是对备化汤中地黄的临证解读，对于备化

汤的临证使用具有指导意义。

5 总结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的方式，对陈无择等诸位

医家著作中备化汤之地黄运用的不同进行理论解

读。陈无择据丑未之岁运气常位下的疾病表现，

本“功能气味，合其性用”的治法，宗“甘温治

其下”的原则用熟地黄。缪问在龙砂医家临证实

践的基础上，考虑到太阴湿土主岁之年，六气的

胜复、病性的转化下可能出现的火郁情况用生地

黄。王旭高则主张辨证使用生地黄与熟地黄。现

代医家在临证应用备化汤时，地黄的选用并未局

限于熟地黄或生地黄。后世医家可以结合理论解

读与顾植山教授的临证实践，更好地理解备化汤

中地黄的处方思路，以指导临证应用。同时，文

献梳理的过程中也发现，备化汤主治“湿寒合

德”所致湿病与湿证，其组方用药具有坚实的理

论基础，如能系统掌握，大胆应用，可在湿证、

湿病的治疗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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