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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鲜药在临床应用中对多种疾病的治疗效果优于干品，为了方便对鲜药的应用，使鲜药能够

更好地发挥作用，研发适合临床使用的鲜药饮片迫在眉睫。本文以常用鲜药鱼腥草为例，通过统计古籍及

现代研究报道，对比干、鲜鱼腥草用量，分析用量差异原因，为鲜药饮片的研发抛砖引玉，以期为今后的鲜药

研究提供适当的启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其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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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药，即未经干燥和加工的新鲜植物（根、茎、叶、

花、果实）、动物（全体或器官组织等）、菌类等直接用

于治疗疾病的中药材。使用鲜药进行疾病的治疗是

我国传统中医的特色之一，我国有着丰富的鲜药资源

及长期应用鲜品中药的经验[1]。《神农本草经》中有“地

黄生者尤良”，此生者即为鲜品；《伤寒论》的生姜泻心

汤用生姜；《金匮要略》中百合地黄汤用生地黄汁；《肘

后备急方》中对青蒿的记载为其鲜品治疗疟疾；《千金

方》中记载了蒲公英的新鲜根茎白汁，可治疗恶刺；

《太平圣惠方》记载的“麦门冬饮子”，是以生麦门冬

汁、生地黄汁、生刺蓟汁调和服用；《证治准绳·类方》

中记载的最著名的是以葡萄汁、生藕汁、生地黄汁、白

蜜入药的“四汁饮”；《本草纲目》中有 1 000多条附方

应用了鲜药。《温病条辨》卷一中记载以鲜荷叶边、鲜

银花、鲜西瓜翠衣、鲜扁豆花、丝瓜皮、鲜竹叶心组成

的“清络饮”等。2015版《中国药典》中记载了石斛、

生姜、鲜地黄、芦根、鱼腥草等许多中药材以鲜品入

药，或绞汁内服，或外用治疗疾病[2]。

大部分鲜品中药具有寒凉的属性，利用其清凉滋

润的作用来清热润燥，治疗急、表症以及伏暑、伤暑、

血热等症，效果较好。由于鲜药未经炮制，有效成分

没有被破坏，所以临床应用时疗效显著，如生地、石

斛、鱼腥草等。近年来，大量药理实验与临床应用表

明，绝大部分中药鲜用和干用的用药剂量不同，一般

鲜药为干药的2倍[2]，如野菊花、马齿苋、薄荷等。

1 鱼腥草

本文总结自 1953年以来，共十版《中国药典》中出

现的鲜药，将出现次数在 3次以上的鲜药列表如图 1
所示，根据图表中数据可知，鲜鱼腥草与常用代表性

鲜药-鲜地黄、鲜石斛及生姜一样，在十版《中国药典》

中，共出现 9次之高，可见其应用之广泛。作为“药食

两用”的中药品种，以鱼腥草为食材的菜肴早已进入

大众的饭桌，以凉拌鲜鱼腥草叶、根最受欢迎。鱼腥

草作为我国传统中药，其鲜品的应用在医药界和民间

早已广泛流传，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1 本草溯源

鲜 鱼 腥 草 为 三 白 草 科 植 物 蕺 菜（Houttuynia
cordata Thunb.）的新鲜全草，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西

南及中部等省区[3]。在唐《新修本草》中记载：“此物叶

似荞麦，肥地亦能蔓生，茎紫赤色，多生湿地，关中谓

之，蕺菜。叶有鱼腥气，故俗称鱼腥草。”性微寒、味

辛，归肺经，功善清热解毒，消痈排脓，利尿通淋。中

医临床用于肺痈，热痢，痈肿疮毒等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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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挥发油类和黄酮类化合物是鲜鱼腥草

的主要成分，同时还含有生物碱、酚类等成分[4-5]。挥

发油类主要包括癸酰乙醛（鱼腥草素）、甲基正壬酮、

癸醛、癸酸等[6]；黄酮类化合物包括金丝桃苷、槲皮素、

槲皮苷等[7-8]。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鲜鱼腥草具有抗菌

抗炎的作用，其提取物可抑制 LPS诱导的小鼠肺部炎

症[9]；鲜鱼腥草油可缓解哮喘气道炎性反应[10-12]；鲜鱼

腥草还具有提高免疫力、抗肿瘤、抗病毒及抗辐射等

作用[13-14]。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肺

炎、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包括病毒性肠炎、

腹泻；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尿路感染等；五官科疾病，

主要用于眼科、口腔科等；妇科、皮科疾病以及癌症治

疗中，同时还可用于带状疱疹、痔疮等的治疗等[15]。

1.2 鲜、干药材对比

鱼腥草鲜品优于干品，清热解毒、消痈排脓之力

更强，能更好地治疗肺痈吐脓。研究表明，鱼腥草挥

发油具有较明显的抗菌作用，而且鲜鱼腥草抗菌作用

大于干鱼腥草，这与鲜鱼腥草挥发油含量高于干鱼腥

草有关。洪佳璇等[16]研究表明，鲜鱼腥草晒干后，其挥

发油损失 83%-86%，槲皮苷的含量由 0.413%降低至

0.323%。对比实验证明，在干品鱼腥草中其活性成

分-癸酰乙醛含量甚微，用鲜草经 2次蒸馏而产生的注

射液中也不含癸酰乙醛，没有抗菌作用。同样，非挥

发性的黄酮类成分，其干、鲜品的含量变化也很明

显[17]。孟江等[18]对比了鲜、干鱼腥草的抑菌、抗炎和止

咳作用，结果显示鲜鱼腥草的抑菌、抗炎和止咳活性

都优于干品。干、鲜鱼腥草挥发油抑菌作用的比较结

果显示，对沙门菌的抑制效果最强，且抗菌作用，鲜品

优于干品（P < 0.05）[19]。

2 鱼腥草的用法和用量

2.1 古籍中鲜鱼腥草应用的剂量

在《本草述钩元》中记载了鱼腥草，“阴中之阳，入

手太阴经。治肺痈。时吐脓血，又为痔疮必须之药。

肺主气，鱼腥草辛温能散。故治痰热壅肺。肺与大肠

相表里，大肠湿热严重，则诱发痔疮。得辛温之气，则

大肠清宁。”因此，鱼腥草治疗肺痈及肺部疾病，以及

痔疮等肛肠疾病疗效显著。

在其治疗肛肠方面的方剂中，基本上为鲜鱼腥草

单方应用，并且所用剂量没有较明确的说明，大多表

图1 自1953年以来，十版《中国药典》中鲜药出现次数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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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鱼腥草“一握”、“一大握”，同时被《急救良方》、

《急救广生集》所收录，说明鲜药应用于急症的治疗较

多，疗效较好，具体见表1。
在治疗妇科疾病的方剂中，较多古籍都记载治疗

妇人阴挺的方剂，该方用量较为明确、统一，总体应用

剂量为鲜鱼腥草“一两”，约 37 g（沿袭旧制不变，一斤

为16两），见表2。
在治疗痔疮的方剂中，不同古籍中记录了不同的

方剂，应用剂量基本明确，并且有所增加，分别有鱼腥

草“二两”（约74 g）、“一两”等的表述，见表3。
以上用于治疗肛肠、妇科及痔疮方面的方剂中，

其使用方式基本上为外用，鲜鱼腥草的用量大部分在

30 g以上。而在治疗肺痈及肺部等疾病的方剂中，使

用方式均为内服，用量较外用低，最高的应用剂量为

30 g。在治疗肺痈的方剂中，鲜鱼腥草的用量最少为

15 g，且为后下，体现了其有效成分为易挥发的挥发油

等。清内热的方剂中，30 g为常用量，具体记载

见表4。
2.2 现代研究中鱼腥草应用剂量

根据 2015年版《中国药典》[2]第一部规定的药材用

法用量，干、鲜鱼腥草的应用剂量均为15-25 g，并没有

明显的差别。而通过对文献报道的鲜鱼腥草用量的

统计，不难发现，其鲜品用量明显增加。如表 5所示，

按照使用方式不同，将文献报道的鲜鱼腥草用量统计

分为内服及外用，可见，以内服方式用药的鲜鱼腥草

用量介于25-500 g，用量跨度较大；以外用方式用药的

鲜鱼腥草用量在 15-250 g之间。与古籍记载用量有

所区别，鲜鱼腥草用量均明确，且用量较大。

2.3 干、鲜药材用量差异原因

各大医书或临床实践中的药材使用多为复方，即

由多味药材共同组成，多种有效成分相互制约，相辅

相成以达到治疗疾病的最佳效果。故复方中的各个

中药剂量因其在方中作用不同而剂量不同，与单味药

治疗疾病剂量差别很大，而药典中的药材常规用量则

为单味药的常规用量范围，这可能也是药典中的用药

范围与古籍记载或现代临床应用中不一样的原因。

在《论药材含水量与经方剂量折算》[32]中强调了药

材含水量对经方计量的影响。从南北朝至唐代初期，

我国药材的剂量方法比较混乱，即以这段时期为节

点，前代医家用药习惯为先计量，后炮制，而后至今用

药习惯为先炮制，后计量。药材炮制后，含水量会发

生明显变化，“药材含水量的差异”，即鲜药与干药之

间的差异。

在干鲜互用的中药中[32]，对于芳香性含挥发性油

的药材，因挥发油只存在于全草的叶中，则需要考虑

含水量和挥发油的多少，对于以叶入药的药材，鲜干

折算时按挥发油计算。而对于以梗入药的药材，鲜干

折算时应按含水量来计算。当一种药材，叶与梗皆可

入药时，应分别使用。

不论是古今用药剂量的差异，还是现代临床处方

用药剂量与药典规定用量的差异，鲜品药材所用含量

均高于干品药材，且超出剂量较多。究其原因，主要

表1 鲜鱼腥草应用于肛肠方面的治疗

治疗疾病类型

治疗脏热、

肛门脱出

肛门周边肿硬，

痛痒难忍

古籍记载

《世医得效方》

《普济方》

《古今医统大全》

《外治寿世方》

《急救良方》

《急救广生集》

所用剂量表述

紫蕺一大握，又名鱼腥草。

擂烂如泥。

鱼腥草(蕺草三两)擂烂如泥。

鱼腥草二钱，水调服。

鱼腥草一握，煎汤。

表2 鲜鱼腥草应用于妇科方面的治疗

治疗疾病类型

治阴挺

治妇人阴脱

古籍记载

《世医得效方》

《简明医》

《古今医统大全》

《证治准绳·女科》

《景岳全书》

《卫生易简方》

所用剂量表述

鱼腥草、金毛狗脊等共六味

（各一两）上为末，分四剂外用。

紫背蕺一握，又名鱼腥草，研如泥。

表3 鲜鱼腥草应用于痔疮方面的治疗

治疗疾病类型

治痔疮等疾病

古籍记载

《古方精汇》

《疡医大全》

《外科正宗》

《本草纲目》

所用剂量表述

痔疮方：大生地、马齿苋、象粪、鱼腥草、槐花、野茄根、凤尾草，以上药味用量均为二两，全当归、银花、胡黄连、野菊花、

五倍子、密陀僧、龙骨、黄芩，以上药味用量均为一两五钱，白芷、赤芍、防风、荆芥、元参（共炒研为细末用）。

洗痔：鱼腥草、夏枯草、马齿苋（各一两）五倍子、枳壳、黄柏（各五钱）、明矾（四两）共煎浓汁，每用一杯，搀滚汤熏洗。

洗痔肿痛方：鱼腥草、苦楝根、朴硝、马齿苋、瓦楞花，上述剂量均为一两，供外用。

痔疮肿痛∶鱼腥草一握，煎汤熏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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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鲜药含水量较大，另外，药材质量、产地、患者

人群、疾病情况、方药配伍等不同也会影响药材的用

药剂量。

3 鱼腥草鲜药饮片开发的前景和展望

中药饮片即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中药材进行

加工炮制而制成的处方药品。中药与天然药物不同

的重要标志是饮片的“生熟异治”。作为传统中药三

大产业支柱之一，中药饮片在中药产业健康发展的重

要环节中处于中间位置，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33-34]。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求，近 20年来，各地中药饮片厂相继出现一些新型中

药饮片，包括中药免煎颗粒、超微饮片、压缩饮片、即

食饮片等，并逐渐被推广应用。每种新型饮片都有

其自身特点，但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

问题[35-39]。

鱼腥草饮片工艺包括将原药材进行除杂、切制、

干燥等过程。其关键步骤为干燥的温度控制，研究结

果显示自然阴干的方式为最佳，当温度超过 40℃时，

其有效成分中的甲基正壬酮含量将会下降[40-41]。该加

工工艺及上述干、鲜鱼腥草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对比

可知，温度对于鱼腥草饮片来说至关重要。而无论使

表4 鲜鱼腥草应用于肺痈及肺部方面的治疗

古籍记载

《陈友芝医案》

《章次公医案》

《赵绍琴临证验案精选》

《近现代名医验案类编》

《三十年临证经验集》

治疗疾病类型

右上肺癌纵隔转移伴

上腔静脉综合症

上焦肺热

热毒内蕴而发热

湿热痢而偏重于热者

肺痈

肺炎

肺痈极期

内伤发热

内伤发热服药后，症状有缓解，

仍有鼻干，右侧颈部有肿胀感。

外感风温，湿热内蕴，熏蒸太阴，

热毒伤肺，蕴酿成痈。

热毒壅肺

肺部仍有余热，

肺络损伤逐渐修复。

脾肺气虚、肝胆热蕴。

风寒久伏于肺，日久逐渐转热。

所用剂量表述

半枝莲、蛇舌草、鱼腥草、败酱草、夏枯草、牡蛎、苦参、米仁、石见穿，以上各药味用

量均为30 g，炒苏子12 g，海藻12 g，地龙15 g，蜈蚣3枚。

蛇舌草、鱼腥草、龙葵各30 g，山豆根10g，白薇10 g，青黛15 g，黄芩10 g，知母15 g，
石膏30 g，银花12 g，生草10 g，大豆卷10 g，白英30 g。
进口牛黄0.3 g（吞），青黛15 g，知母20 g，牛角片100 g，大黄秀10 g，柴胡10 g，青蒿

10 g，川连5 g，石膏、半支莲、鱼腥草、蛇舌草、穿心莲各30 g。
白头翁18 g，北秦皮30 g，川连3 g，黄柏18 g，马齿苋18 g，白槿花18 g，鱼腥草18 g，
延胡索18 g，十灰丸12 g（分2次吞）。

生芪24 g，鱼腥草18 g（后下），银花18 g，玉竹15 g，生甘草9 g，生米仁30 g，白芨粉

4.5 g（分3次吞）。

生芪24 g，鱼腥草15 g（后下），雅连3 g，甘草6 g，党参9 g，紫地了9 g，白芨粉4.5 g
（分3次吞）。

生麻黄 2.4 g，杏仁泥 10.5 g，川桂枝 3 g（后下），生石膏 18 g，炙紫菀、白苏子各 9 g，射
干、苦桔梗、粉前胡各 5 g，粉甘草 3 g，红枣 5枚，煎浓汁，频服。服药后仍然高热、气

急鼻煽者，于上方中加鱼腥草、蒲公英各18 g，用以清热解毒。

鲜芦根90 g，冬瓜子30 g，桃仁6 g，苡仁30 g，鱼腥草30 g，甜葶苈3 g，黄芩10 g，皂
刺3 g，银花30 g，西黄丸6 g（分二次服）。

柴胡4.5 g，黄芩9 g，知母9 g，生石膏12 g，焦山栀9 g，淡豆豉9 g，杏仁9 g，生甘草

4.5 g，鱼腥草30 g，赤白芍各9 g，炒枳壳9 g，制大黄9 g，姜半夏12 g。
柴胡 4.5 g，葛根、黄芩、焦山栀、淡豆豉、制大黄、赤白芍各、炒枳壳、姜半夏、杏仁、夏

枯草，以上药味用量均为9 g，鱼腥草30 g，生甘草3 g。
炙麻黄、桔梗、甘草各6 g，杏仁9 g，生石膏30 g，米仁30 g，红藤30 g，鱼腥草18 g，芦
根1支，桃仁12 g，冬瓜子12 g，开金锁30 g。
银花、连翘、冬瓜子各18 g，芦根1支，桃仁6 g，米仁30 g，鱼腥草30 g，红藤30 g，败
酱草30 g，开金锁30 g，牛黄醒消丸4.5 g（分吞），本方可做加减，服23剂。

银花9 g，连翘9 g，芦根1支，米仁15 g，冬瓜子12 g，红藤、败酱草、鱼腥草、开金锁各

30 g，黛蛤散12 g（包）5剂。

黄芪30 g，太子参20 g，柴胡20 g，炙草3 g，姜半夏9 g，象贝母20 g，百部9 g，半枝莲

30 g，葶苈子9 g，鱼腥草20 g，莱菔子9 g，红枣20 g，黄芩9 g。
桑白皮、杏仁、川贝母、黄芩、莱菔子、苏子、白芥子、桃仁、地龙各 9 g，甘草 3 g，鱼腥

草3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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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何种新型饮片，均需注意温度问题。通过对不

同版本《中国药典》的总结，鱼腥草在古籍中的记载以

及在现代研究中的报道，可知，鱼腥草鲜用的频率很

高，其鲜品在医药界应用广泛，对临床急症及表症的

治疗，效果显著。因此开发鱼腥草鲜药饮片是非常有

必要的，且是临床所需，同时也是鲜药应用的新趋势，

这也为鲜药以及鲜药制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

方向。

4 总结

几千年来，中医药为民族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十九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支持鼓励中医药

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的中药应用形式，鲜药是对中医

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由于鲜药未经高温干燥、酸、

碱和有机溶剂处理，易变性、失活的有效成分没有被

破坏，保留了原有的药理作用，因此临床应用治疗某

些疾病时疗效显著。在应用先进、适合的鲜药保鲜工

艺的前提下，基于临床应用方便快捷的角度，开发鲜

药饮片势在必行。相信通过研发适合临床使用的鲜

药饮片，鲜药在临床上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鲜药

的优势和特点将能更好地体现，从而使大众更加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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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性肺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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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热咳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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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腹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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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血[23]

妇女带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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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鱼腥草25 g，车前草30 g
鲜品鱼腥草汁1 mL/kg（浓度比2∶1）
鲜鱼腥草50-100 g
鲜鱼腥草250 g
鲜鱼腥草100 g
鲜鱼腥草15-20 g
鲜鱼腥草约30-60 g
鲜鱼腥草100-200 g
鲜鱼腥草60-90 g，银花40 g，田螺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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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sh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by Analysis from the Quantity of Fresh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Zhu Hui, Li Yuzhen, Li Hongqiang
(Beijing Jiansh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In view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resh Chinese medicine (FCM),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FCM on a variety
of disease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dry on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application of FCMto make it play a better role,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and prepare fresh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FCMDP)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mon fresh drug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as an example, compares the dosage of dried and fresh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by the statistics reports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modern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dosages, so as to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n FCM, and to better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FCM.
Keywords: Fresh Chinese medicine (FCM), fresh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FCMDP), fresh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do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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