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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竹叶石膏汤关键信息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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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竹叶石膏汤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百首经典名方之一，该研究采用溯源法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竹叶石膏汤

的主治病证、功效方义、现代疾病谱等方面进行考辨分析，以进一步推进该方复方制剂的研发。考证结果表明竹叶石膏汤最早

源自《伤寒杂病论》，组成为淡竹叶、石膏、半夏、麦冬、人参、甘草、粳米，古籍记载的竹叶石膏汤主治病证广涉内、外、妇、儿各科

病证，包括中暑、咳喘、疮疡、汗证、呃逆、失眠、疟疾、头痛、血证、鼻渊、喉痹等，细究其病机总属“余热未尽，气阴两伤，胃气失

和”。研究发现，该方还可用于治疗痘疮、麻疹、霍乱等疫病，尤其适用于疫病后期。方中竹叶、石膏清热除烦；人参、麦冬、甘

草、粳米生津益气；半夏和胃降逆止呕。全方配伍精妙，共奏清热除烦，益气生津，和胃降逆之效。竹叶石膏汤的现代临床应用

广泛，其中在消化系统、儿科相关病证、呼吸系统、传染病、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的应用频次较高，具体病证包括复发性口疮、呃

逆、小儿肺炎、小儿夏季热、不明原因发热、上呼吸道感染、流行性出血热、麻疹后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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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Key Information of Classic Prescription Zhuye Shigao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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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ye Shigaotang is one of the 100 classic prescriptions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study used the traceability method and bibliometrics 

method to analyze the main applicable syndromes， efficacy and meanings， modern disease spectrum， and other 

aspects of Zhuye Shigaotang，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prescrip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Zhuye Shigaotang originated from the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and its ingredients 

included Lophatheri Herba， Gypsum Fibrosum， Pinelliae Rhizoma， Ophiopogonis Radix，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Oryza sativa. The main applicable syndromes of Zhuye 

Shigaotang recorded in ancient books included heatstroke， cough and asthma， sores， sweat syndrome， hiccup， 

insomnia， malaria， headache， blood syndrome， nasosinusitis， laryngitis， etc.， involving diseases of internal 

medicine， surgery， gynecology， and pediatrics. Its pathogenesis was "incomplete residual heat， both Qi and Yin 

injuries， and stomach-Qi disharmon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Zhuye Shigaotang could also be used to treat 

acne， measles， and cholera， and it wa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the treatment at the later stage of epidemic 

diseases. Lophatheri Herba and Gypsum Fibrosum in the prescription could clear away heat and relieve ve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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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seng Radix et Rhizoma，Ophiopogonis Radix，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and Oryza sativa could promote 

body fluid production and invigorate Qi. Pinelliae Rhizoma could harmonize the stomach and stop vomiting. The 

prescription had stable compatibility and had the effects of clearing away heat， relieving vexation， invigorating 

Qi， promoting body fluid production， and harmonizing the stomach. Zhuye Shigaotang was widely applied in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s， with high application frequency in the digestive system， pediatric-related diseases， 

respiratory system， infectious diseases， circulatory system， and neuropsychiatric system. The specific symptoms 

included recurrent aphtha， hiccup， infantile pneumonia， infantile summer fever， unexplained fever，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late measles.

［［Keywords］］ literature research； classic prescription； Zhuye Shigaotang； epidemic disease

经典名方是历代医家长期广泛应用，疗效显

著，配伍精妙，被古代经典医籍记载在册的方剂。

为了促进经典名方的研发与应用，自 2018 年以来，

国家出台了多项经典名方相关的政策法规。经典

名方竹叶石膏汤是 201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

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简称《目录》）中
的第 3 首，是汉代医家张仲景创制的名方，出自《伤

寒杂病论·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1］，由竹

叶、石膏、半夏、麦冬、人参、甘草、粳米 7 味药组成，

本方已逾千年，临床应用多有验效，其现代研究目

前多集中在临床验案的报道［2-4］、作用机制的实验研

究［5-7］、方证理论的探讨［8-9］，以及对本方的物质基准

进行了量值传递分析［10］，对主要组成药味“竹叶”开

展了基原考证［11］，现有研究对本方古籍文献的探讨

空白较大，尤其是自《目录》公布以来，鲜有研究对

古籍记载的竹叶石膏汤主治病证、功效和方义衍

变、以及现代疾病谱进行详细考辨，故本研究对竹

叶石膏汤相关的古今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

分析，以期推动本方复方制剂的开发研究。

1 古代文献分析

1.1　材料与方法     

1.1.1　文献数据来源     基于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馆藏资料《中华医典》第 5 版、读秀数据库、中医古

籍搜索数据库等以“竹叶石膏汤”，或其异名“竹叶

汤”“石膏竹叶汤”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同时查阅影

印版古籍进行内容审校。

1.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1.2.1　纳入标准     ①明确记载了竹叶石膏汤主治

证候和（或）组成者；②组成与竹叶石膏汤基本相同

者；③进行内容审校时同一种古籍的不同版本，以

较早版本为准；④数据和文本辑录以原文记载为

准，原则上不做修改，以保证文献记录的准确性。

1.1.2.2　排除标准     ①只检索到方名，无其他可用

文献信息者，不做录入；②与竹叶石膏汤方名相同，

但组成和功效完全不同，即同名异方予以排除。

1.2　结果与分析     

1.2.1　竹叶石膏汤来源     本研究收集到记载竹叶

石膏汤的古籍文献数据共计 323 条，涉及的各类中

医古籍文献共 96 本，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本

草著作等。按朝代分析，东汉、唐代、宋代、金朝、元

代、明代和清代的相关古籍分别有 1、2、5、2、7、21、

58 本。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汉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

病论·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1］，后唐代《外

台秘要·卷第三》［12］记载了竹叶石膏汤的异名同方

竹叶汤，宋代《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五》［13］记载

的人参竹叶汤与竹叶石膏汤亦为异名同方。清代

《绛雪园古方选注·下卷》［14］记载的竹叶石膏汤组成

为“竹叶三十片、石膏五钱、西河柳叶五钱、牛蒡子

（炒，研）一钱五分、荆芥穗一钱、蝉蜕一钱、薄荷叶

一钱、麦门冬（去心）三钱、知母（蜜炙）一钱、干葛一

钱五分、玄参二钱、甘草一钱、冬米一撮”，与仲景竹

叶石膏汤原方组成差别较大，故此处所载为仲景竹

叶石膏汤的同名异方。

1.2.2　竹叶石膏汤药物剂量分析     《伤寒杂病论》

成书的东汉末年距今年代久远，其使用的汉制度量

衡，与现代度量衡制度存在很大差异，对于经典名

方剂量的考证应遵“遵从经典，符合药典”的原则。

通过对现有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研究的数据分

析，汉代一斤折合今 220 g，一两折合今 13.8 g［15-18］，

据此将方中的衡制剂量进行换算为石膏 220.00 g、

人参 27.60 g，甘草 27.60 g，粳米 110.00 g。

方中剂量换算存在较大疑义的为特殊剂量方

法，其中包括手抓法竹叶二把，容积计量法半夏半

升、麦冬一升。“竹叶二把”中的“二把”为模糊剂量。

现代刘敏等［19］在基于文献考证、语言学知识、临床

实际等探究的基础上提出“竹叶二把”剂量约为

10 g，而安邦胜则根据现代用药习惯，推荐剂量在

30~50 g［20］，又有研究者采用沿革随机抽样实测后取

··177



第 30 卷第  13 期
2024 年 7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30，No. 13

Jul. ，2024

均值的方式得出“竹叶两把”的剂量为 24 g［21］，这与

渠敬文［22］的考证结果 20 g 基本接近，这也符合现代

临床的用药剂量，故综上推算竹叶剂量为 20.00 g。

方中半夏和麦冬的剂量以容积来剂量，关于升

与两的关系，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卷

一序录》［23］中指出“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竟秤，五

两为正”。现代学者考证发现一升半夏 120 铢，

120 铢为五两［24］，与陶氏所论契合。基于以上分析

换算后半夏半升为 34.50 g，与 17 首包含半夏的经典

名方的考证结论一致［25］。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

表（“竹叶石膏汤”等 25 首方剂）、古代经典名方关键

信息表（25 首方剂）规定麦冬一升约为 106 g，故竹

叶石膏汤中麦冬一升剂量为 106.00 g，与麦冬在方

中发挥养阴益气补虚的量效关系一致［26］。

综上分析可知，竹叶石膏汤药味剂量推荐为竹

叶 20.00 g、石 膏 220.00 g、半 夏 34.50 g、麦 冬

106.00 g、人参 27.60 g、甘草 27.60 g、粳米 110.00 g。

1.2.3　竹叶石膏汤组成和剂型分析     本研究在排

除了转引内容之后统计到详细记载竹叶石膏汤药

物组成的数据共计 59 条，出自 53 部古籍。据统计，

有 24 条同《伤寒杂病论》竹叶石膏汤的组成相同，即

由竹叶、石膏、半夏、麦冬、人参、甘草、粳米 7 味药组

成。余下的 35 条古籍条文包含的变化形式主要有

3 种：①加生姜；②减粳米，加生姜和大枣，加姜枣意

在补中养脾，调和百药；③减半夏和粳米，加知母，

知母与生石膏配伍寓有白虎汤的格局，增强了其清

热之功，此种配伍加减被后世多数医家所接受，见

增强出版附加材料［27-77］。综上可知，后世医书记载

的竹叶石膏汤多以竹叶、石膏、半夏、麦冬、人参、甘

草、粳米 7 味药为基础，临证时亦有加减。《伤寒杂病

论》记载竹叶石膏汤为汤剂，唐代《外台秘要·卷第

二》［12］仍遵仲景之义，以水煎，煮米熟汤成。及至宋

代，煮散鼎盛，如北宋《梦溪笔谈·卷二十六》［27］云：

“古方用汤最多……近世用汤者全少，应汤者皆用

煮散”。本研究纳入的 5 条宋代数据均记载竹叶石

膏汤为煮散。宋代煮散的粗细也各有差异，如《普

济本事方·卷第八》［28］记载煮散方式为“锉如麻豆

大，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粳米一百余粒，煮至八分，

米熟汤成，去滓温服”。到了明清及以后，竹叶石膏

汤煮散仍偶有记载，但仍以汤剂为主导。竹叶石膏

汤煎服剂型的衍变从侧面反映煮散剂定名于唐，鼎

盛于宋，衰落于明清的发展历史［29］。在经典名方研

发过程中，仍须尊崇处方原貌，遵原方使用汤剂

为佳。

1.2.4　竹叶石膏汤主治病证分析     本研究收集到

的古籍文献有许多是在《伤寒杂病论》基础上进行

注解或转引，记载内容往往与《伤寒杂病论》原书记

载一致或略有差异，参考价值不大，故本研究按照

刊行时间顺序进行梳理，筛选掉转引文献，共余数

据 81 条 ，散见于 53 部古籍中 ，见增强出版附加

材料［78-103］。

对于竹叶石膏汤的主治，原方记载其治疗“伤

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虚羸”言其形体，大

病之后，精血津液受损，不足以滋润形骸，乃致虚弱

消瘦；“少气”言其气，气伤不足以息，故呼吸少气；
“气逆欲吐”乃胃失和降之状也。原著对本方主治

病证所论简略。

宋金元时期，仲景学说的影响逐渐扩大，医家

们通过不断地钻研和临床实践，对竹叶石膏汤有了

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运用时也有了更为灵活的变

化，主治范围从“伤寒时气，诸虚烦热”［30］、“伏暑内

外 热 炽 ，烦 躁 大 渴 ”［32］到“ 治 虚 烦 头 痛 ，痰 逆 恶

心”［31］、“中暑闷倒”［13］。元代《卫生宝鉴·补遗》［35］记

载其治疗的病证“不虚不实”，提示竹叶石膏汤主治

的病性为虚实夹杂。《敖氏伤寒金镜录·第六》［36］首

次记载了竹叶石膏汤证的舌象为“舌见红色，尖见

青黑者。”同时指出了其病机为“水虚火实”，当选竹

叶石膏汤“急清阳明之热，以救胃中之燥”。

明清医家记载的主治病证呈现多样性。明代

《奇效良方·卷之六十四》［39］首次将本方应用扩展到

了儿科，曰其“治小儿虚羸少气，气逆欲吐，四体烦

热 ”，明 代《保 婴 撮 要·卷 十 五》［41］治 疗“ 疮 疡 作

渴……右关脉洪数有力者”，提示了竹叶石膏汤在

中医外科中的应用。明代《景岳全书》［84］记载本方

治“小儿盗汗或自汗”“（声喑）胃火上炎者”。竹叶

石膏汤在明代的应用已广涉儿科、外科、五官科等。

清代医家更将本方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各科

疾病，包括“齿痛”“脾胃虚热”“热伏厥阴”“（内伤眩

晕）三焦热甚，右尺实数者”“治疟发热甚渴甚，烦躁

不眠”“上中二消”“伤暑致喘”“肺热，溺数不禁”“起

卧不安，睡不稳”“口臭”“目病骤作”“血不循经之

病”“妊娠燥渴”“鼻渊”“喉痹”“暑风上受，痰热喘

嗽”“舌衄”等病证。同时清代《女科经纶·卷六》［104］

提出了竹叶石膏汤的使用禁忌：“产后虚烦戒服竹

叶石膏汤”。

综上可知，古籍记载的竹叶石膏汤主治病证广

涉内、外、妇、儿各科病证，包括中暑、咳喘、疮疡、汗

证、呃逆、失眠、疟疾、头痛、血证、鼻渊、喉痹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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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病机总属“余热未尽，气阴两伤，胃气失和”。

据统计，本方在疫病应用中的记载数据有 18 条

（占比 22.22%），提示竹叶石膏汤在疫病中的应用频

次较高。《伤寒杂病论》［1］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

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

伤寒十居其七”。本著作成书于大疫之年，奠定了

中医寒疫的辨证基础。竹叶石膏汤在《伤寒杂病

论》［1］原方记载其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

吐”。此处的“伤寒”可解为“寒疫”。晋代葛洪所著

的《肘后备急方·卷之二》［105］提出“伤寒、时行、温疫，

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认为伤寒是冬为“伤

寒毒气”所攻。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之

二》［30］记载本方“治伤寒时气”，“时气”是一种具有

强 烈 传 染 性 、流 行 性 的 病 邪 ，如《医 学 入 门·卷

三》［106］：“疫，疾如有鬼疠相似，故曰疫疠，又曰时

气。”明代《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二十五》［40］记载“治

时病伤寒疫疠”。明代《景岳全书·卷之十三》［84］记

载“若瘟疫脉洪大……仲景竹叶石膏汤”。明代《医

方集宜·卷二》［49］记载“疫病……宜用知母石膏汤、

竹叶石膏汤”。以上记载“疫疠”“瘟疫”“疫病”指代

广泛疫病。明清部分医家记载了将本方用于治疗

更为具体的疫病，如明代《保婴撮要·卷十七》治疗

“治痘疮”。清代《医宗金鉴·卷五十九》［59］治疗“麻

疹烦渴者”。清代《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卷下》［69］记

载：“治中虚暑热霍乱”。综上分析可知竹叶石膏汤

可用于治疗痘疮、麻疹、霍乱，以及更为广泛的疫

病，尤其适用于疫病后期。

1.2.5　竹叶石膏汤功效和方义分析     原著中未见

竹叶石膏汤的功效和方义分析，金代成无已的《注

解伤寒论·卷七》［33］最早对本方方义进行了论述：

“竹叶、石膏、甘草之甘辛，以发散余热；甘缓脾而益

气，麦门冬、人参、粳米之甘，以补不足；辛者散也，

气逆者，欲其散，半夏之辛，以散逆气”。突出了竹

叶石膏汤三方面的病机：余热未清、气阴不足，兼有

气逆，此论被后世大多数医家所接受。

明代《金镜内台方议·卷之十》［38］提出竹叶石膏

汤“君臣佐使”的配伍方论：“竹叶为君，石膏为臣，

以解虚热内客也。以半夏为佐，以治逆气欲吐者。

以人参、粳米、甘草、门冬四者之甘，以补不足而缓

去中也”。明代《医方考·卷之一》［42］曰：“竹叶、石

膏、门冬之寒，所以清余热；人参、甘草之甘，所以补

不足；半夏之辛，所以散逆气；用粳米者，恐石膏过

寒损胃，用之以和中气也”。与前不同之处在于其

认为麦冬性寒当主清余热，后世持此论者鲜有。

清代医家方论多有创见。如清代《伤寒论辩证

广注·卷之十一》［53］提出：“（竹叶石膏汤）乃和解肺

胃虚热，兼消停饮之剂，成注云辛甘发散，误矣。至

若胃无大热，石膏在所当去，胃无停饮，半夏又非所

宜，临证制方，不宜执也”。汪琥对成氏“辛甘发散”

之言提出质疑，认为石膏是为胃热、半夏是为水饮

内停而设，若无当去。本文认为方中若去石膏何以

再为“竹叶石膏汤”，故对此论存疑。汪氏之方论也

引出了本方治疗的核心病机中是否有痰饮停聚的

学术观点。如清代汪昂在《医方集解·卷下之十

四》［54］中记载：“竹叶、石膏之辛寒以泻余热（竹叶能

止喘促、气逆上冲）……半夏之辛温以豁痰止呕。”

清代《汤头歌诀·泻火之剂》［55］曰：“姜、夏之辛温以

豁痰止呕”。清代《伤寒溯源集·附录》：“竹叶性寒

而止烦热，石膏入阳明而清胃热，半夏蠲饮而止呕

吐”。以上方论支持竹叶石膏汤主治的核心病证中

当有痰饮停聚。

清代《绛雪园古方选注·上卷》［14］提出了“补母

泻子”的组方特点：“补胃泻肺，有补母泻子之义也。

竹叶、石膏、麦冬泻肺之热，人参、半夏、炙草平胃之

逆，复以粳米缓于中”。清代尤在泾《伤寒贯珠集·

卷八》［107］记载：“竹叶石膏汤乃白虎汤之变法，以其

少气，故加参麦之甘以益气，以其气逆有饮，故用半

夏之辛以下气蠲饮”。提示邪热解后治不续用白虎

汤，而用竹叶石膏汤，在于其清热益气养阴之中尚

有和胃降逆化饮之效。清代《血证论·卷八》［102］认为

本方“妙在半夏之降逆，俾热气随之而伏”，体现了

半夏“去性存用”的配伍特点。

清代医家对方中竹叶、石膏的配伍意义也形成

了两种观点，其一为竹叶、石膏的配伍为清脏腑之

热，如《医宗金鉴·卷十》［59］：“佐竹叶、石膏，清胃热

也”。其二为竹叶、石膏的配伍为清外感之热，如

《医学衷中参西录》［76］记载：“（竹叶石膏汤）方中用

竹叶、石膏以清外感之热”。

综上分析可知，历代医家的方义分析大致可归

纳如下：方中竹叶、石膏清热除烦；人参、麦冬、甘

草、粳米生津益气；半夏和胃降逆止呕。全方配伍

精妙，共奏清热除烦，益气生津，和胃降逆之效。

2 竹叶石膏汤的现代文献分析

古籍中记载的方药功效主治大多较为简略，无

法将其病机、病证、症状等内容完全包括在内，且后

世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入及古今疾病谱存在差异等，

使得经典名方在主治病证、药物用量、配伍等方面

有所衍变，为准确界定经典名方临床应用带来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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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本研究对竹叶石膏汤的现代疾病谱进行统计

分析以探究竹叶石膏汤在现代临床的准确定位。

2.1　资料收集与方法     在中国知网中，以“竹叶石

膏汤”“竹叶汤”“石膏竹叶汤”为关键词或主题词进

行文献检索，截止时间是 2022 年 10 月 17 日。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①竹叶的临床研究文献予

以纳入；②竹叶石膏汤相关的综述、理论探究、实验

研究类文献均应排除；③以竹叶石膏汤及其加减方

作为对照组的文献予以排除；④研究《伤寒杂病论》

同名方的文献予以排除。

2.3　结果与分析     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归纳整理，

纳入有效临床应用研究文献 203 篇文献。竹叶石膏

汤的临床应用广泛，见表 1。病机是联系经典名方

和现代疾病谱的关键，只有抓住病机，才是拓展经

典名方现代临床应用的关键，竹叶石膏汤主治病证

广涉消化系统、儿科相关病证、呼吸系统、传染病、

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但论其病机总属“余热未

尽，气阴两伤，胃气失和”。

3 小结

竹叶石膏汤最早出自东汉医家张仲景的《伤寒

杂病论》，其别名为竹叶汤、人参竹叶汤，在考虑临

床用药安全的前提下，本研究推荐的药味剂量为淡

竹叶 20 g、石膏 48 g、半夏 7.5 g、麦冬 15 g、人参 6 g、

甘草 6 g、粳米 24 g。古籍记载的竹叶石膏汤主治病

证广涉内、外、妇、儿各科病证，包括中暑、咳喘、疮

疡、汗证、呃逆、失眠、疟疾、头痛、血证、鼻渊、喉痹

等，细究其病机总属“余热未尽，气阴两伤，胃气失

和”。本方还可用于治疗痘疮、麻疹、霍乱等疫病，

尤其适用于疫病后期。方中竹叶、石膏清热除烦；
人参、麦冬、甘草、粳米生津益气；半夏和胃降逆止

表 1　竹叶石膏汤的现代临床应用

Table 1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Zhuye Shigaotang

病证分类

消化系统

儿科相关病证

呼吸系统

传染病

循环系统

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

其他

肿瘤

    妇产科相关

病证

五官系统

泌尿生殖系统

皮肤系统

男科系统

病证应用

    复发性口疮 15 篇、呃逆 7 篇、放射性食管炎 4 篇、反流性食管炎 3 篇、胃脘痛 3 篇、放射性口咽炎 2 篇、老年口腔干燥

症 2 篇、胆道术后呕吐 2 篇、感冒后胃脘胀满 1 篇、肺炎瘥后饮食劳复呃逆呕吐 1 篇、口臭 1 篇、慢性胃炎 1 篇、出血呃

逆 1 篇、神经性呕吐 1 篇、黄疸 1 篇、呕吐 1 篇、顽固性呕吐 1 篇、牙痛 1 篇、口腔黏膜急性炎症 1 篇、舌痛 1 篇、口腔糜烂

1 篇

    小儿肺炎 4 篇、小儿夏季热 4 篇、小儿口疮 4 篇、小儿发热 2 篇、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2 篇、小儿呕吐 2 篇、川崎病

2 篇、小儿厌食症 2 篇、小儿夜啼 1 篇、小儿咳嗽 1 篇、性早熟 1 篇、小儿下呼吸道感染后期 1 篇、乙脑后遗症 1 篇、急性

扁桃体炎 1 篇、小儿盗汗 1 篇、小儿急性肾炎 1 篇、小儿暑泻 1 篇、小儿外感热病后低热不退 1 篇

    不明原因发热 5 篇、上呼吸道感染 3 篇、感冒后顽固性发热 2 篇、急性加重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 篇、老年肺炎 2 篇、

外感后久咳 2 篇、重症肺炎 1 篇、慢性咳嗽 1 篇、内伤发热 1 篇、耐药社区获得性肺炎 1 篇、哮喘并发肺炎 1 篇、哮咳

1 篇、热病后遗诸症 1 篇、急性支气管肺炎 1 篇、感冒后期热伤气阴证 1 篇、外科术后肺部感染 1 篇、夏季热 1 篇、慢性支

气管扩张咳血 1 篇

    流行性出血热 8 篇、麻疹后期 2 篇、伤寒 2 篇、副伤寒 1 篇、登革热 1 篇、小儿手足口病 1 篇、复发性生殖器疱疹 1 篇、

恙虫病恢复期头痛失眠 1 篇、脊髓灰质炎 1 篇、丹痧后期 1 篇

    病毒性心肌炎 6 篇、感染性心内膜炎 4 篇、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2 篇、围术期输血不良反应 1 篇、急性乙醇中毒

致心肌损伤 1 篇、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身热久羁 1 篇、频发室性早搏 1 篇、血白细胞顽固不降 1 篇、心悸 1 篇

失眠 7 篇、顽固性眩晕 2 篇、美尼尔氏病 2 篇、恶梦多梦 2 篇、神经官能症 1 篇、怔忡 1 篇、抑郁症 1 篇、颅脑损伤 1 篇

Ⅱ型糖尿病 6 篇、消渴 3 篇、原发性干燥综合征 2 篇、糖尿病肾病 1 篇、中暑 1 篇

    暑温高热 2 篇、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1 篇、外科术后发热 1 篇、附骨疽治疗后余邪未尽 1 篇、暑温后期 1 篇、湿热发热

1 篇、热病后期 1 篇、邪热郁滞在里，兼气阴两虚者 1 篇、带状疱疹后胃脘嘈杂不适 1 篇、热病后气阴两伤 1 篇、痛风急

性期 1 篇、感染性低热 1 篇

    癌性发热 3 篇、肝癌并发胆道感染所致高热 1 篇、食管癌放疗后 1 篇、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后口干症 1 篇、肺癌化疗

后呕吐 1 篇、鼻咽癌放疗后口腔黏膜炎 1 篇、直肠癌术后发热 1 篇、食道癌术后阴伤发热证 1 篇、肝癌介入化疗后呕吐

1 篇、恶性骨肿瘤化疗不良反应 1 篇

    围绝经期综合征 2 篇、产后发热 2 篇、乳痈 1 篇、流产后发热 1 篇、妇科术后高热 1 篇、产后暑温 1 篇、妊娠恶阻 1 篇、

子嗽 1 篇

葡萄膜炎 2 篇、鼻衄 2 篇、烂乳蛾 1 篇

慢性肾炎 2 篇、痛风性肾病 1 篇、慢性肾小球肾炎 1 篇、肾炎性肾病综合征 1 篇

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 1 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合并重度银屑病 1 篇、痤疮 1 篇

前列腺肥大症 2 篇、精液不液化症 1 篇

合计/篇

51

32

28

19

18

17

13

13

12

10

5

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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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全方配伍共奏清热除烦，益气生津，和胃降逆

之效。竹叶石膏汤现代临床应用广泛，其中在消化

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应用次数较多，且治疗病种也居

多，包括复发性口疮、呃逆、放射性食管炎、反流性

食管炎、胃脘痛、放射性口咽炎、老年口腔干燥症、

不明原因发热、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后顽固性发热

等。竹叶石膏汤在现代传染病中的应用也较为广

泛，这与古籍考证结论存在一致之处。目前对于竹

叶石膏汤的作用机制研究空白较大，故在后续的研

究中，可着力探究该方证的疗效机制，为经典名方

竹叶石膏汤的临床应用及研发申报提供更科学的

依据。参考已公开发表的竹叶石膏汤组成药味基

原 考 证 文 献 及 2020 年 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11，108-111］，竹叶石膏汤的关键信息表，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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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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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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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0

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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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气逆欲呕，

口干喜饮，或虚

烦不寐，舌红苔

少，脉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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