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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地 区 医院处方与经方药味
、

用量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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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目的 1 比较《伤寒杂病论》��/ 首汤 剂经方与北京东直 门 医院

、

河南中医学院一 附院
、

上海

龙华 医院等 0 家医院中医处方的药物组成
、

用量
。

方法 1
按照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

,

对 ��/ 首经方

进行古今折算
,

计算经方平均药物组成
、

用量
。

随机抽取东直 门 医院
、

河南中医学院一 附院 0 天门诊

汤剂处方
,

上海龙华 医院一天 门诊汤剂处方
,

分别计算它们的处方平均 药物组成
、

用量
,

分别与经方

比较
。

结果
1
现代 0 家医院平均处方用药较经方明显增 多

,

有显著差异
,

23 � ∋� /
。

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

平均处方用量与经方用量无 明显差异 4 北京东直 门 医院处方用量较经方 用量 小
,

有显著差异
,

23

�∋ �/ 4上 海龙华医院处方平均用量较经方用量大
,

差异显著
,

23 �∋ �/
。

结论
1 与经方相比

,

东直 门医 院
、

河南中医学院一 附院
、

上海龙华医院处方药味明显增加 4 与现代 医 院处方相 比
,

经方单味药物用量较

大
。

经方药物组成
、

用量值得深入研究
。

关键词
1
中医处方 经方 药物组成 药量

中医药的继承 和创新 一直是众 为关注 的问题
,

《伤寒杂病论 》方剂 临床疗效确 切
,

被誉 为
“

经 方
” 、

“

众 方之祖
” ,

其 辨证论 治
、

组方 用药被后 人奉 为圭

桌
。

由于历代沿革
、

度量衡变迁
,

以及经方中一些不

规范计量单位 的应 用
,

医家对经方 的剂量认识见仁

见智
,

使得经方 的药物用量颇有争议
。

目前
,

与经方

相 比
,

现代 中医临床处 方不 同程度上普遍存在着这

样一种 现象
,

即药 味偏多
,

组方不严
,

药物替代 随意

性 大
,

类 同功效药 物叠 加
。

因此
,

比较古 今组 方差

异
、

变化
,

揭 示并探讨经 方组 方用药 对 当今方 剂组

方配伍规律 的影响及其 在新 药研发
、

临床实践 及药

典标准制定等工作具有指导 意义
。

一
、

对象与方法

∗
∋

经方汤剂的选择及折算方法

收稿 日期
1 ��� / 一 ∗卜�0 《伤寒论妙珠己载的 ∗∗ � 首方剂  包括汤

、

散
、

丸
,

修回 日期 1 � � �∀ 一0 一�0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研究专项  ��
一 50! 即∀ !

1

《伤寒杂病论》经方剂量折算研究对 当今现代组方 配伍规律影响的研究
,

负责人
1 陈志

刚
。

# # 联系人
1

程先宽
,

在读 医学博士
,

研究方向
1 疾病 与脑保护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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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服
、

外用等
,

不含未记载药 物方 剂 !
,

其中汤剂 +/

首 4  金 匾要略》&�Κ 记载 的 ��/ 首方剂  包括汤
、

散
、

丸
,

内服
、

外用等
,

不包括未记 载药物的 / 首方剂及 附录

方 !
,

其中 ∗� ∀ 首汤剂
。

对经方中某些药物无法较 准确 的折算或药物无

含量 的方剂
,

不纳 人计算
,

如《伤寒论》中抵 当汤
、

半

夏散及汤
、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等
,

共计可计算汤剂共

+ � 首 4  金匾要略》中的猪膏发煎
、

奔豚汤等 ∗0 首汤

剂无法较准确的折算其中某 些药物或无含量
,

故   金

匾要略》∗∗0 首汤剂纳人计算
。

汤剂用量折算方法
1
采用东汉度量衡与现今折

算标准
,

对经方用量进行折算
,

即考证的东汉之 ∗ 两

合今之 ∗0
∋

( +
,

∗ 升折合今之 Λ%%
= &&&0Κ 4对方剂 中以计

数
、

以容量计算等不规范药物用量进行实测
、

并参考

一些医家的考证进行一定量化折算降句
,

分别计算两

种折算后经方 ��/ 首汤剂用量
。

�
∋

现代汤剂处方选择

考虑不同地区中医用药的差异性
,

分别从北京
、

河南
、

上海不 同地区随机抽取处方
,

系北京东直门医

院
、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

上海龙华 医院的门

诊 口 服汤剂处方
,

其中东直门医院 (�( 首
、

河南 ∗/ �0

首
、

龙华 医院 ∗巧 ( 首
,

分别计算每张处方用药味数
、

用量
。

统计学方法
1
所有数据采用 Μ2Μ Μ &&

∋

� 软件进行

分析
。

所有数据采用均数 土标准差  又
土Ε
!表示

,

多组间

数据采用单 方差分析  5= 7 一Δ :Ν Ο)5Π Ο !进行 比较
,

方差齐采用 比Θ 法 比较结果
,

若数据不服从正态分

布和  或 !方差不齐
,

则采用 6: 9< :=
7 Ε
法 比较结果

,

以

23 �
∋

�/ 作为显著性差异标准
。

以上
,

不 同地 区比较
,

河 南一附 院用药 味较少
,

东直

门医院处方用药量较小
,

上海处方用药用量较大
。

见

表 &
、

表 �
,

图 ∗
、

图 �
。

表 ∗ 不同地区处方药味与经方药味比较 王土
Ε

!

组别

经方

北京

河南

上海

�� ∗

(�(

∗/� 0

∗ ∗/ (

药味数 味 !

.
∋

( ∗土�
∋

� (
∋

∗.
∋

+ 0土0
∋

∀ !
△ ∋

∗.
∋

�∀ 土0
∋

. / △
#

∗−
∋

( −士.
∋

0/ △
#

注
1
与经方 比较

,

△23 �∋ �/ 4 与河南处方 比较
,

#2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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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 北京 河南 上海

图 ∗ 不同地区处方药味比较

表 � 不同地区处方用Γ 与经方用 , 比较《斑
Ε

!

组别
=

用童 克 !

经方 �� / � � (
∋

+� 士 ∗. (
∋

− �

北京 (� ( ∗+ /
∋

∗+巧 ∗
∋

∀� △
∋

河南 ∗/ �0 ��∀ ( (土(�
∋

∀ ∗

上海 ∗∗/( �−� − ∀土+∀
∋

∀− △
∋

注
1
与经方比较

,

△ 23 �∋ �/ 4 与河南处方 比较
, # 2 3 �∋ �/

。

���� ����.八Σ�∗

二
、

结 果

�� ∗ 首汤剂经方
,

平均药味 .
∋

( ∗土�∋ �( 味 Τ方
,

��/

首汤剂经方平均药量 � �(
∋

+� 士 ∗. (
∋

−� 岁方 4 东直 门医

院 汤 剂 (� ( 首
,

平 均 ∗. ∋+ 0 士0∋ ∀Θ 味 Τ方
,

∗+/
∋

∗+ 士

∀∗
∋

∀� + Τ方 4 河 南 中 医 一 附 院 ∗.
∋

�∀ 士0∋ ./ 味 Τ方
,

� � ∀
∋

( ( 土( �
∋

∀ ∗+ Τ方 4上海龙华医院平均 ∗ −
∋

( − 士.
∋

0 / 味 Τ

嗓嗓嗓霸霸 嚷嚷嚷嚷骊骊骊 蓄蓄纂纂纂硼硼硼硼硼硼聊聊聊 鬓鬓鬓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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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 �∋ −∀ 土Υ ∋∀ −+ Τ方
。

经方药味少
,

多不超过 / 味
,

与 经方 北京 河南 上海

之相 比
,

现代 不同地 区用 药明显增多
,

大都在 ∗. 味 图 � 不同地区处方用Γ 比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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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
∋

竺宣三鱼呈遭叁趋羞
可以看出

,

河南
、

上海
、

北京 三个医院的处方药

味
、

不同地 区处方用药差异较大
,

河南汤剂用药较北

京
、

上海用药少
,

上海用药 味多
,

三地区现代平均用

药均在 ∗. 味 以上
,

与经方相比用药明显增 多
。

这也

正像《普济方》&−Κ 中所说的
“

今人治病
,

剂料虽薄
,

而类

药竟进
” 。

与之相反
, “

前世用 汤药
,

方用专一
” ,

经方

药味不 多
,

重辨证
、

用 药准确
,

配伍得 当
,

因此
,

君
、

臣
、

佐
、

使配伍严 谨
,

寥寥数味
,

立 竿见影 地发挥疗

效
。

如《伤寒论》所载麻黄汤
、

桂枝汤
、

大承气汤
、

小青

龙汤
、

小柴胡 汤等
,

都是用药少而疗效显著的名方典

范
。

所 以
,

药味数与疗效之间并非简单的正比关系
,

并且药味过多客观上使处方组成主次不分
、

结构松

散
,

药物之间互相牵制
,

从而消弱了疗效
。

就 目前研究来看
,

中药 的化学成分是很 复杂的
,

一味 中药含有 多种有机和无机成分
,

其本身可 以看

作是一个小 型的复方
,

再加上更多的
、

我们还未知 的

因素
,

多味中药配伍在一起
,

就组成 了一个非常复杂

的多成分系统
。

酸碱中和反应
、

氧化反应
、

还原反应
、

取代反应
、

水解反应
、

聚合反应
、

缩合反应等都有可

能在这个系统 内发生
。

这些反应可 以改变一 味或数

味中药原来 的性质
。

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良方 自序》

中说过这样 的话
1 “

药之单用为易知
,

药之复用为难

知
,

世之处方者
,

以一药为足
,

又以众药益之
。

殊不知

药之有相使者
,

相反 者
,

有相合而性易者
,

方书虽有

使
、

佐
、

畏
、

恶之性
,

而古人所未 言
,

人情所不测者
,

庸

可尽哉 ς
”

就对中药复方的复杂性有所认识
,

指 出药物

过多只能互相牵制
,

组方 配伍无规律
,

影响疗效
。

诚然
,

随着社会的演变
,

人体的疾病 日趋复杂而

严重
,

但是
,

中医处 方用 药不是多多益善
,

而在 于辨

证论治
,

中医治病 以复方为特点
,

强调组方配伍
。

因

为药物 的作用各有所长
,

也各有其毒副作用
,

只有通

过合理的配伍
,

调其偏性
、

制其毒性
,

增强或改变其

原来的功用
,

消除或缓解其对人体的不利因素
,

发挥

其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综合作用
,

使各具特性的

群药联结成一个新 的有机整体
,

才能符合 辨证施治

的要求
,

更充分地发挥药物的作用
,

适应复杂病症 的

治疗需要
。

因此
,

组方配伍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疗效
。

中药处方药味不宜盲目多开
,

应 当仔细推 敲
,

借鉴先

人的名方典范
,

结合自己 的实践经验巧妙 配伍
,

而不

是常见处方的功效相 同药物的多味叠加
,

做 到既能

收 到很好的疗效
,

又尽量简捷
。

因此
,

我们可 以以经

方 为突破 口
,

强调合理配伍
,

并进一步通过 药理学研

究来发扬光大中医药事业
。

�
∋

药物 用量值得深入研究

可 以看 出
,

河南
、

上海
、

北京 三个 医院的处方用

量比较均有差异
,

北京的用量与河南
、

上海 比较则显

得较小
,

上海用药味多
、

量大 4 与考证的东汉度量 衡

古今折算后经方用量相 比
,

河南处方与经方用量差

异不明显
,

北京处方较经方量小
,

上海处方用量较

大
。

撇开药味不谈
,

可以看出
,

中医处方 比较灵活
,

组

方
、

用药地 区差异大
。

一方面也说明中医学源远流

长
,

其用法用量亦是 口传心授
,

多是 经验 相传
,

药物

用量不规范
,

差异性较大
。

虽然《中药学》教材
、

《中华

人 民共 和国药典》
、

《中药大辞典》
、

《中华本草 》等中

药权威性著作
,

对临床常用中药的常规用量均规定

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衡定标准
,

以期提高 中药方剂应

用 的准确性
,

但按照东汉度量衡与现代得古今折算
,

以经方的药味平均单位药量约 .兔
,

与药典规定 的大

多数药物用量存在较大偏差
,

这也正是经方用量折

算存在争议的问题关键
,

按照考证的度量衡折算
,

此

折算剂量可能符合经方原貌
,

但药典用量对 于经方

用量来说显得实用性
、

指导性不强
。

这与上 面所谈到

的药 味增多
、

临床疗效不高
,

经方寥寥几味
,

却有 明

显疗效对 比
,

颇值得深人思考
、

研究
。

我们知道
,

药物

剂量亦是取效的关键
,

经方的药少可能存在其药味

精专量宏
,

现代处方 的药味增多可能存 在同类 药物

竞逐而上
、

单位药量下降的差 异
,

从经方与现代处方

用药
、

用量差异来看
,

中医药 的规范如何与辨证论治

结合
、

能否体现疗效值得深人研究
。

四
、

思 考

正常的思维
,

用药药味增 多
,

导致用量增加
。

上

海处方较大
,

与其药味较多一致
,

这也说明药量和药

. ∀ 〔Δ
%

而 ΕΧ ;Χ 、
。 田己己 67 Χ< =% 肠酬腼山,= 众:Γ 记

=

%Η 升耐;Γ勿耐 Ι< ;=7 Ε7 肠Φ;Χ ;=7 田以 材‘切<: ϑ7 Φ;Χ 司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 基础研究

味增加呈正相关 4北京药味较河南稍多
,

药量却较河

南稍小
,

考虑这可能与 当地整体 中医用药 习惯有关
,

另外也可能与样本例数较小有关
。

如果进一 步扩大

样本例数
,

增加 流调范围
,

在全 国各个不 同地 区
,

抽

取不同医院处方
,

随机
、

多中心 的进一步深人扩大研

究
,

可能对总结该地区
、

全国中医处方现状提供帮

助
,

从 而对于临床组方用 药提供参考 4也对药典 中药

适用范 围提供验证及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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