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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水六君煎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的第５８号方，由当归、熟
地黄、陈皮等７味药组成，主要用于治疗肺肾虚寒证。该方成于明代，距今约４００年，临床疗效确切、应用广泛。
为追本求源，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相关书籍，从金水六君煎的药材基原、炮制方法、剂量、煎煮方法、临床应用５
个方面进行考证，厘清该方历史源流和变迁实况，为金水六君煎的实际开发和研究提供参考。通过研究发现，金水

六君煎中药材基原、炮制方法、剂量及临床应用与现在临床应用差异不大，但在制法用法上，关于 “煎七八分”存

在一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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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六君煎是常用的治疗肺部疾病的临床经典

方剂，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 《古代经典名方

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 《目录》）中列为第

５８首。《目录》中明确了该方的出处、原方描述、

制法用途及剂型，为经典名方开发和研究提供了便

利，但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之处。例

如，多基原药材的选择、熟地黄和炙甘草等饮片的

炮制方法、剂量的换算、应该如何保证制备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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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基本一致等都是需要通过处方考证和历史

沿革研究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通过本草考证和整理

现代文献综述，系统梳理金水六君煎药味基原、饮

片炮制、剂量配比、煎煮方法及临床主治等信息，

最终核实各药味在不同历史时期基原及炮制的变化，

为经典名方的高质量开发提供参考。

１　处方历史沿革

金水六君煎出自明代张景岳著 《景岳全书》，

为 “新方八阵·和阵”首剂。原文记载：“当归二

钱、熟地三五钱、陈皮一钱半、半夏二钱、茯苓二

钱、炙甘草一钱，水二盅，生姜三五七片，煎七八

分，食远温服”［１］２０，主治肺肾虚寒证。查阅资料发

现，《景岳全书》为最早记载金水六君煎的著作，

且该方在 《景岳全书》中应用广泛（表１）。其他如
吴仪洛 《成方切用》、洪缉庵 《虚损启微》、张秉承

《成方便读》等著作中金水六君煎皆摘自 《景岳全

书》原方或根据 《景岳全书》原方的药量加减得到

（表２）。因此，自明代起历代医家相继参考运用金
水六君煎。

表１　 《景岳全书》中金水六君煎的运用

出处 主治

《景岳全书·卷十九·杂征谟·咳嗽》 阴虚少血，阴不敛阳，感受外邪，则逆气而咳，脾肺虚寒，卫外不固，外邪犯肺而咳嗽

《景岳全书·卷十九·杂征谟·伤风》 外受风寒之邪，而内又有阴虚之体

《景岳全书·卷二十·杂征谟·恶心嗳气》 脾肾虚寒，生痰生湿

《景岳全书·卷二十一·杂征谟·反胃》 中下二焦虚寒，以致寒痰水饮聚于中焦，成反胃之症

《景岳全书·卷三十一·杂征谟·痰饮》 脾虚痰湿兼风寒之痰，又有血气虚弱

《景岳全书·卷十九·杂征谟·喘促》 治喘

《景岳全书·卷二十六·杂征谟·头痛》 头痛兼痰者

《景岳全书·卷十六·杂征谟·虚损》 真阴亏虚兼受风寒而咳嗽

《景岳全书·卷二十一·杂征谟·嘈杂》 阴分虚寒

《景岳全书·卷二十二·杂征谟·肿胀》 虚在肾而兼痰者

《景岳全书·卷二十·杂征谟·呕吐》 肺肾阴虚，血气不足，痰湿内阻，水泛为痰

《景岳全书·卷十一·杂征谟·非风》 内伤积损使然，若阴气不足，多痰而咳

《景岳全书·卷二十八·杂征谟·声喑》 风寒外袭之喑证

《景岳全书·卷十一·杂征谟·厥逆》 痰涎壅塞，气闭昏聩者

表２　不同历史时期金水六君煎书籍记载
历史时期 出处 方剂组成 制法及用法 功效

明代 《景岳全书》［１］３７ 当归２钱、熟地黄 ３／５钱、陈皮 １５钱、半夏 ２
钱、茯苓２钱、炙甘草１钱

水二盅，生姜三、五、七片，

煎七、八分，食远温服

干燥喘嗽

清代 《胎产心法》［２］ 当归２钱、熟地黄 ３／５钱、陈皮 １５钱、半夏 ２
钱、茯苓２钱、炙甘草１钱

治气喘论

《成方切用》［３］５０２ 当归２／３钱、熟地黄 ３／５钱、陈皮 １５钱、半夏
２钱、茯苓２钱、炙甘草１５钱

治疗寒邪咳嗽

《虚损启微》［４］ 当归２钱、熟地黄 ３／５钱、陈皮 １５钱、半夏 ２
钱、茯苓２钱、炙甘草１钱

水二盅，生姜三五七片，煎七

八分，食远温服

治疗肺肾虚寒

《古方汇精》［５］ 当归２钱、熟地黄 ３钱、陈皮 ０８钱、半夏 １５
钱、茯苓２钱、炙甘草０５钱

引加生姜一大片，食远温服 治肺肾虚寒

《银海指南》［６］ 当归２／３钱、熟地黄 ３／５钱、陈皮 １５钱、半夏
２钱、茯苓２钱、炙甘草１钱

加生姜三五七片 治肺肾虚寒

《类证治裁》［７］ 当归２钱、熟地黄３钱、陈皮２５、半夏２钱、茯
苓２钱、炙甘草１钱

虚劳干咳

《不知医必要》［８］ 当归２钱、熟地黄３钱、陈皮１钱、半夏１５钱、
茯苓１５钱、炙甘草１钱

加生姜二片煎 治产后外感喘急

《冷庐医话》［９］ 当归２钱、熟地黄 ３钱、陈皮 ０８钱、半夏 １５
钱、茯苓２钱、炙甘草０５钱

引加生姜一大片，食远温服 治久嗽阴伤

《成方便读》［１０］ 当归２钱、熟地黄５钱、陈皮１５钱、半夏２钱、
茯苓２钱、炙甘草１钱

脾肾营虚痰咳

《重订广温热论》［１１］ 当归 ３钱、熟地黄 ０６钱、陈皮 １５钱、半夏
１５钱、茯苓１５钱、炙甘草０８钱

治脾肾气虚兼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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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 《景岳全书》中，金水六

君煎应用很广。张景岳运用本处方及其加减方治疗

各种疾病，除用于肺肾虚寒外，还用于治疗恶心嗳

气、反胃、头痛、呕吐等。从表２中分析可知，明
代后各医家记载的金水六君煎在处方组成上，都使

用了原方中的当归、熟地黄、半夏、陈皮、茯苓、

炙甘草和生姜７味药。因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在剂
量方面，各医家会在原方基础上，根据病人病情实

际情况对各味药的剂量加以改动。另在功效上可以

看出，各书籍记载的功效与原处方记载基本一致。

综上，《景岳全书》中金水六君煎为历代医家所沿

用，虽随着时间的推移，剂量比例不一，但是药味

之间配伍未变，功效主治也基本一致。

２　药材基原与炮制

２１　药材基原

当归最早出现于 《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中品。

历代书籍均有记载。北宋 《本草图经》苏颂描述的

当归花开时间是农历七、八月，颜色为浅紫色，根

黑黄色，苗有２种，叶有大小之分，大叶是马尾当
归，细叶为蚕头当归，“以肉浓而不枯者为胜”［１２］５４。

说明当时已经将马尾当归和蚕头当归区分开，并将

“肉浓而不枯”作为当归好坏的标准。之后，李时

珍［１３］３８１在 《本草纲目》中记载当时的陕蜀、秦州

（甘肃天水）、汉州（四川茂县）等多个地方都有栽

培，并以甘肃的马尾归头圆、尾多色紫、气香、肥

润者最好，进一步解释了 “秦归”具有较高的评价

的原因。而今，临床应用以甘肃岷县及周边地区产

的当归为主，并以质重、气香浓、油性足者为佳，

习称 “岷归”。说明沿用至今的当归为今甘肃产的

当归。再根据历代本草记载当归 “浅紫色，根黑黄

色”的特点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 《中华本草》及 《中国植

物志》等的当归原植物形态描述一致。此外，翁倩

倩等［１４］通过文献研究认为，当归基原为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的根，另黄胜白等［１５］认为，

《本草纲目》中所说的马尾归与 《中国药典》记载

的当归基原一致。综合分析，金水六君煎中当归品

种基原为伞形科植物当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的干燥根。
地黄于 《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本草图

经》描述地黄花红紫色、黄色，根为黄色，粗细程

度像人的手指［１２］１５１。明代 《本草纲目》记载的地黄

茎梢上开红黄花，结的果像小麦粒，根长三四寸，

像人的手指，皮是赤黄色［１３］４７０。明代，《本草原始》

与 《本草图经》记载一致。综上分析可得，历代书

籍中均记载地黄 “红黄花”“根如人手指，黄色”

的特点，与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 《中华本草》

及 《中国植物志》等的地黄原植物形态描述特点一

致。王军等［１６］考证发现，历代地黄均来源于玄参科

植物地黄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Ｌｉｂｏｓｃｈ。且马新方［１７］

对地黄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与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
年版记载的地黄基原一致。综合分析考证，金水六

君煎中的地黄为玄参科地黄 Ｒ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的新鲜或干
燥块根及炮制加工品。

陈皮 首 载 于 《神 农 本 草 经》，正 名 为 橘

柚［１８］７１７２。明代 《本草图经》记载的橘树高一、二

丈，茎上有刺，夏出开白花，六七月结果，到冬天

时变黄，就可以食用［１２］８０。《本草纲目》描述橘皮又

薄又红，味辛苦［１３］８１０。《本草原始》与 《本草图经》

中描绘的橘基本相似，并强调药用入皮。清代 《本

草崇原》记录橘树的枝上有刺，叶青绿色，冬天也

不凋零，结的果一开始又青又圆，到了秋冬的时候，

开始变黄。味辛香，肉酸甜，皮辛苦［１９］。王艺涵

等［２０］考证发现，历代橘皮主流基原为芸香科植物橘

Ｃｉｔｒｕ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Ｂｌａｎｃｏ及其栽培变种，但因各地气候
差异而呈现不同品种的现象。根据 《本草图经》

《本草纲目》等对橘的详细描述，与 《中国药典》

２０２０年版、《中华本草》和 《中国植物志》所载的

原植物相符，金水六君煎中陈皮品种基原应为芸香

科柑橘属植物橘 Ｃ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及其栽培品种的成熟果
实的果皮。

半夏在 《五十二病方》及 《黄帝内经》的方剂

中均可见，在 《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下品［１８］５６。

宋代 《本草图经》记载，半夏一茎上有三叶，颜色

是浅绿色，像竹叶，上大下小，皮黄肉白［１２］５３９。后

明代 《本草纲目》描述的半夏：“叶三三相偶。白

花圆上”［１３］５４８。清代吴其浚［２１］６３６ 《植物名实图考》

记载的半夏，一茎三叶，有长叶和圆叶之分，长得

像天南星那么小。赵佳琛等［２２］考证认为，半夏基原

应是 Ｐｉｎｅｉｌｉａｔｅｒ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且其混淆品由
跋已不再入药。在结合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
《中华本草》和 《中国植物志》等综合分析考证，

金水六君煎中半夏品种基原应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Ｐｔｅｒｎａｔａ的干燥块茎。
茯苓于 《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１８］９０。唐代

·２９８·



２０２１年５月　第２３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２１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５

苏敬［２３］ 《新修本草》记载茯苓最好的是在华山且极

其粗大。宋代苏颂［１２］２６５ 《本草图经》描述的茯苓有

赤白２种，大的要数斤重，并在当时认为似人形龟
形者才是品质好的茯苓。明代李时珍［１３］９７４ 《本草纲

目》描述的茯苓有大有小，但是轻虚者不佳。《本

草蒙筌》记载，茶苓小的像鸡鹅卵，大的如同匏

瓜［２４］２１６。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云：“皮润细，作

水波纹，极坚实”［２１］７６８。古代本草对茯苓原植物

“形状不一”“质坚实者佳”的特点描述，与 《中国

药典》２０２０年版、 《中华本草》和 《中国真菌志》

等表述一致。且董晓旭等［２５］考证认为，古代茯苓入

药的基原应为多孔菌科茯苓Ｐｏｒｉａｃｏｃｏｓ（Ｓｃｈｗ）Ｗｏｌｆ
的干燥菌核。综合分析考证，金水六君煎中茯苓品

种基原应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Ｐｃｏｃｏｓ的干燥菌核。
甘草始载于 《尔雅》，药用于汉朝 《神农本草

经》，在 《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１８］５２。宋代

苏颂［１２］３２５ 《本草图经》描述的甘草春天长青苗，叶

长得像槐叶，结角似毕豆，长三四尺，粗细不定，

外皮颜色为赤色。明代 《本草纲目》记载：“甘草

枝叶悉如槐，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结角

如相思角，子扁如小豆，极坚，齿啮不破”［１３］６５７。

综上，在根据古书籍中描述甘草 “皮赤肉黄”“微

甜”“根粗壮”等特点与近现代著作 《全国中草药

汇编》中记载的甘草“根粗壮，味甜，外皮红棕色

或暗棕色”的描述一致，这种植物属于豆科甘草属

植物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的根和根状
茎［２６］。赵佳琛等［２７］考证发现，古代甘草的主流基

原为豆科甘草Ｇ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另高晓娟等［２８］考证认为，

甘草基原从古至今未发生改变，即豆科植物甘草

Ｇ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的根和根状茎，与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
版中记载的其他２个基原无关。因此，金水六君煎
中甘草品种基原应为豆科植物甘草Ｇ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宋代苏颂［１２］８９ 《本草图经》记载的生姜苗高二

三尺，叶子像竹叶那么长，两两相对，苗青色根黄

色，没有花和果实。明代 《本草品汇精要》描述的

生姜和 《本草图经》一致，并记载生姜为呕家圣

药［１２］６２７。《本草纲目》记载：“五月生苗，叶如竹

叶，对生。”［１３］３９５由 《中华本草》中引用 《本草图

经》和 《本草纲目》姜的记载表明， “古今姜之原

植物品种一致”，为姜科植物姜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Ｒｏｓｅ的新鲜根茎。此外，王家葵等［２９］认为，金水

六君煎中生姜品种基原应为姜科植物姜 Ｚ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的干燥根茎，生姜为其鲜品。

综上所述，金水六君煎中的当归基原为伞形科

植物当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的干燥根；地黄基原为玄参科植
物地黄Ｒ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的新鲜或干燥块根及炮制加工品；
陈皮为芸香科植物橘 Ｃ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及其栽培品种的成
熟果 实 的 果 皮；半 夏 为 天 南 星 科 植 物 半 夏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ｔｅｒｎａｔａ的干燥块茎；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
苓Ｐｏｒｉａｃｏｃｏｓ的干燥菌核；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
Ｇ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的干燥根和根茎；生姜为姜科植物姜
Ｚ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的新鲜根茎和干燥根茎。

２２　饮片炮制

当归生品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

的功效。经酒制、土炒、制炭等方法炮制后，补血

活血、调经止痛功效增强。金水六君煎原文记载处

方所用的药味为 “当归”，并未提及酒制、土炒等

其他炮制方法，且张景岳在 《景岳全书》中解释当

归的作用为“当归能养血，对于阴中阳虚的患者，当

归必不可少”［１］４３。由此可见，该处方所用 “当归”

为当时的简单加工品。翻阅古籍，历代对当归炮制

的记载如下，唐代 《千金翼方》首载当归，有

“切”的简单炮制方法，但没有明确切制具体规

格［３０］７７；宋代 《苏沈良方》［３１］３８和 《洪氏集验方》［３２］

都规定当归 “薄切片子”，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中

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和多数省市地区的对当归饮片的
炮制规范都要求为 “切薄片”。因此，金水六君煎

中药味 “当归”可以选用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饮
片 “当归”的方式进行炮制，切成薄片即可［３３］１３３。

对于熟地黄的炮制，张景岳认为用熟地黄主要

因其 “静重之妙”，若用姜、酒、砂仁等炮制 “反

而为散动以乱其性”［３４］。由此可知，张景岳处方中

熟地黄炮制并非为姜、酒等炮制方式，而是为

“蒸”熟地黄，符合张氏还其本来 “静重之妙”的

需求。关于 “蒸”地黄的炮制方法，古书众说纷

纭，如孙思邈［３０］９７ 《千金翼方》认为，熟地黄蒸需

要反复蒸，但 “三五遍看汁黑熟”就行，多次蒸的

话性味会发生改变。由此可见，其炮制过程要求蒸

３～５遍，质量要求色黑。寇宗［３５］ 《本草衍义》

中记载，将熟地黄 “蒸二三日”即可，不必太过。

唐慎微［３６］ 《证类本草》中将熟地黄 “饭上蒸三、四

过”，并要求地黄 “当光黑如漆，味甘如饴糖”。此

处可以看出，自宋代起对熟地黄炮制品的质量提出

了 “光黑如漆，味甘如饴”的质量标准与现代的蒸

地黄的 “以光黑如漆，味甘如饴为佳”标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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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本草纲目》对地黄的炮制方法是用砂仁酒拌

蒸晾，反复９次即可［１３］３４５。清代 《成方切用》中崔

氏八味丸方中熟地黄加工方法是直接蒸然后晒，反

复９次［３］５３。由此可见，古代对于 “蒸”地黄的炮

制方式各异，其中蒸制所描写的饮片形态（光黑如

漆，味甘如饴者佳）与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中蒸
制熟地黄一致。考虑到时间和成本，建议采用现代

的蒸制地黄，即取生地黄，大小分档，加清水或液

体辅料拌匀、润透，置适宜的蒸制容器内，用蒸汽

加热至黑润，取出，稍晾，拌回蒸液，在晾至八成

干，切片，干燥，即得［３３］１２５。

对于陈皮的炮制，宋代 《博济方》记载：“切

制，细切”［３７］。《传信适用方》记载：“切作条

子”［３８］。明代 《本草纲目》记载：“去白膜一重，

锉细”［１３］１２３。而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则要求陈皮
切丝即可［３３］１９１。综上所述，明代至今陈皮的炮制基

本都采用切丝，金水六君煎中药味 “陈皮”可以选

用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饮片 “陈皮”的方式进行

炮制，切丝即可。

历代医药书籍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半夏的炮制，

包括姜制、法制、清制等［３９］２３，而张景岳［１］７８在 《景

岳全书》中记载：“生嚼戟喉，制用生姜。”《景岳

全书》新方八阵中所涉及半夏的处方，基本都配有

姜，所以金水六君煎方中的半夏为生半夏。对于干

半夏，服姜汁和热汤可缓解刺激作用。将干品生半

夏加水煎煮后服用，并未出现麻舌、戟咽之感和其

他不适反应等副作用［４０］。因此，煎煮法可以起到减

毒作用。而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中收载的生半夏
炮制规定为用时捣碎［３３］１１９。本方中是汤剂，有甘草

又有生姜，具有解毒作用，所以可以直接使用生

半夏。

对于茯苓的炮制，东汉 《金匮要略》记载：

“去皮膜用”［４１］；北宋 《苏沈良方》记载：“削去

皮，切为方寸块”［３１］４；明代 《普济本事方》记载：

“切成片子”［４２］；明代 《寿世保元》记载：“去皮切

片”［４３］；《本草纲目》记载：“凡用，去皮、心，捣

细”［１３］２３；《本草蒙筌》记载：“咀片水煎黑皮净

削”［２４］５６；而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则要求茯苓削
皮切厚片［３３］２４０。综上古今的茯苓炮制方法都是去皮

切片。因此，金水六君煎中的药味 “茯苓”可以选

用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饮片 “茯苓”的方式进行

炮制，切片即可。

甘草主要有火制、炒制、蜜制 ３种炮炙方

法［４４］。古代很多医籍中记载的炙主要为用火直接烘

烤，如宋代 《圣济总录》记载：“炙令微紫”［４５］；

明代 《炮制大法》记载：“用长流水浸透，炭火

炙”［４６］４；宋代 《日华子本草》起，提出了甘草 “入

药炙用”［４７］。随着历史演变和发展，现代所说的炙

一般加液体辅料炒法（如蜜炙甘草），且蜜炙具有和

中健脾功效，可发挥甘草的止咳平喘作用，是 《中

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唯一的炮制方法［３３］８９。因此，金

水六君煎中的药味甘草可以选用 《中国药典》

２０２０年版饮片炙甘草的方式进行炮制，即取甘草
片，照蜜炙法法（通则０２１３）炒至黄色至深黄色，不
粘手时取出，晾凉。

对于生姜的炮制，《炮炙大法》记载：“宜捣绞

汁，待药煎成倾入”［４６］６６。《中华本草》记载：

“１０—１２月茎叶枯黄时采收。挖起根茎，去掉茎叶、
须根”［４８］。而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记载：“用时
切厚片”［３３］１０５。综上所述，金水六君煎中的药味

“生姜”可以选用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饮片 “生

姜”的方式进行炮制，即为切厚片。

综上所述，原方对当归、陈皮、茯苓、半夏、

生姜均未有具体炮制说明，通过考证认为可按照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方法炮制；熟地黄按照 《中

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熟地黄蒸法进行炮制；甘草建议
按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的方法采用蜜炙。

２３　诸药在方剂中的作用

金水六君煎主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或年

迈阴虚、血气不足、外受风寒、咳嗽呕恶、多痰

喘急等证。金生水，土克水，肺病日久可致肾

虚，脾虚日久则致肾亏，肾虚则又可影响肺气肃

降及水液疏布运化，故要注意有无肾虚之证

候［４９］。本方熟地黄，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现代

研究验证，熟地黄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帮助人

体抗衰老、抗氧化、促进造血等功效［５０］。当归不

仅有活血、补血等药理作用，也具有调节机体免

疫、抗氧化等药理作用［５１］，两药合用滋养肺肾阴

血，共为君药。半夏具有良好的镇咳、祛痰作

用［５２］。陈皮芳香，有理气、燥湿功效，常用于脾

胃不和、呕吐、咳嗽、胀满不食等［５３］。茯苓甘淡

补脾渗湿，现代研究表明茯苓常用于水肿尿少、

痰饮眩悸、脾虚食少等［５４］。三药合用作臣药，具

有滋阴燥湿、和胃健脾、运化水谷、输布精微之

功效。生姜助半夏化痰和胃［５５］，为佐药，甘草和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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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益脾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滋阴养血、理气

健脾、燥湿化痰之效［５６］。

３　处方剂量考证

金水六君煎中各味药剂量为“二钱的当归、三五

钱的熟地、一钱半的陈皮、二钱的半夏、二钱的茯

苓、一钱的炙甘草”，制法为：“水二盅，三五七片

生姜，煎七八分”。

古语 “中医不传秘在用量”，用药剂量是方剂

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中药的用药剂量研

究是现今用药的核心问题之一。金水六君煎中主要

涉及的量为 “钱”，张景岳所著的 《景岳全书》为

明末清初医著，为此本研究着重考证明清时期的度

量衡使用情况。有研究者考证认为，明代一两在

３７３ｇ左右。一两等于１０钱［５７５８］。此外，还有不一

致的答案，如丘光明等［５９］考证认为，明代一两在

３７ｇ左右，程磐基［６０］报道，明清时期一两约３６３ｇ。
钱卓［６１］认为，一两为３６９ｇ。各学者众所纷纭，但
基本明确明代一两约３７ｇ的换算关系。结合上述考
证，基本可以反映明代一钱的大致范围，即如今

３６～３８ｇ，差异不大。为了方便后人计算，金水
六君煎采用一钱等于３７ｇ折算。另原方曰：“熟地
黄三、五钱”，意为３～５钱皆可，依中庸之道熟地
黄使用４钱＝１４８ｇ比较合适。为了更加确定熟地
黄的剂量，本研究统计了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９月
发表的关于金水六君煎５０篇文献。其中，３４％的
文章中使用 １５ｇ的熟地黄剂量，统计结果见表 ３。
综上，采用熟地黄剂量１４８ｇ较合理。

表３　文献中熟地黄使用量及文献数
用量／ｇ 文献数／篇

９ １

９～１５ ２

１０ ５

１０～２５ １

１０～３０ １

１２ ７

１５ １７

２０ ３

３０ ９

— ３
　　注：—表示未说明。

综上分析，确定金水六君煎中各药味用量约为

当归７４ｇ、熟地黄１４８ｇ、陈皮５５ｇ、半夏７４ｇ、
茯苓７４ｇ、炙甘草３７ｇ。

另原文煎煮时加入 “生姜三五七片”，统计文

献发现，生姜使用比较随意，各剂量（３、５、７片和
３、６、１０ｇ）均有使用，故依中庸之道取５片。历代
医书里均无明确规定每片姜的具体质量，这种计量

单位随意性大，无法确定每片的质量［６２］；郭润

康［６３］认为，片、株、张多指用鲜品，无须称量也可

应用，生姜每片约 ２ｇ；黄汉成等［６４］认为，生姜

１片，约计１钱（３ｇ）；《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规定
生姜的用量为３～１０ｇ［３３］１０４１０５。根据实际测量，每片
生姜平均质量约为３ｇ，故取５片则为１５ｇ。

４　煎服法考证

在 《景岳全书》中记载，除体疟饮和追疟饮明

确指出需要２煎外，其余皆为１煎，因此金水六君
煎应为１煎；查阅相关文献，发现 《太平圣惠方》

中的１小盅折合现代约为２００ｍＬ［６５］。南宋医家许洪
认为：“一小钟者，约三合也”，小盏与小盅同，这

里１盅约２００ｍＬ，另有记载“尧舜干锺，孔子百觚”
“庭实千品，旨酒万锺”［６６６７］。 “锺”用以称酒杯，

与盅通［６８］。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 “锺”“钟”

“盅”相通。古代剂量 “盅”虽没有固定体积，但

却相对稳定，有小容量的 １００ｍＬ，也有大容量的
２００ｍＬ，因处方整方质量按现代剂量约为６０ｇ，考
虑实际煎煮情况以 １盅体积按 ２００ｍＬ左右计较
合适。

本方 “煎七八分”的换算，存在煎 “总加入量

二盅的七八分”，还是 “量器１盅的七八分”的争
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综合司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发布的 《古代经典

名方关键信息表（７首方剂）（征求意见稿）》中，涉
及 “温经汤”（宋·陈自明）和 “枇杷清肺饮”

（清·吴谦）都将其折算为总加入水量的 “八分”和

“七分”，而本研究通过考证以为本方 “煎七八分”

是应按 “１盅”的 “七八分”折算更为合理。依据

如下：１）七八分后面没有单位，所以才导致不同的
理解。如果通读上下文，可以发现其实是省略了计

量单位，推测七八分后面省略了盅；２）传统煎煮只
要写量，都写得很清楚准确，极少需要计算出实际

的量。如果是总量的七八分，这个量是需要计算的，

于百姓操作不便；３）传统煎煮都是用蒸发量来控制
煎煮时间，因而一般蒸发量比得量大或类似，极少

有蒸发量远小于得量的情况，如果是总量的七八分，

蒸发量只有２０％ ～３０％，与常规不符。考虑到药材
·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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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蒸发量就更少了，煎煮时间明显缩短；４）从
服用次数看，方中没有说明服用次数的，其实都是

每日１次，因为每日２次或多次均有专门说明。１次
服用１盅的七八分比较合适，若是总量的七八分，
服用量偏大。综上本方剂建议采用煎至１盅的七八
分，即为１４０～１６０ｍＬ，便于百姓把握煎药量，符
合常规用药习惯。

关于服用方法，古代有 “时辰”“一伏时”“一

食倾”和 “食远”等计时称谓。其中，原方中的

“食远温服”可从一食倾考证，《肘后备急方》载有

“一食顷含沙糖一块”［６９］；《儒门事亲》中有 “食顷

出”［７０］，认为 “一食顷”大约为 ３０ｍｉｎ。而 “食

远”比 “一食顷”要长。高广生［７１］认为， “食远”

约为１ｈ左右，即药物须在饭后１ｈ服，每日１次。

５　临床应用

５１　传统功能主治

《景岳全书》原文记载其功效主要为 “治肺肾

虚寒”。翻阅历代古籍医书，对金水六君煎的记载不

少，主要用于治疗肺肾虚寒证。在 《胎产心法》中

用金水六君煎治疗产后风寒外感，邪气入肺喘急证；

而在 《虚损启微》中用以治疗风寒咳嗽喘促；还有

在 《?园医案》中用以治疗喘咳痰壅之证［７２］。综

上，古代书籍记载的金水六君煎主治均为肺肾虚

寒证。

５２　现代临床应用

在中国知网以关键词金水六君煎进行搜索，共

２３６条文献。本研究搜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的实验性
文献５５篇。其中，只有６篇是运用金水六君煎原
方，其余都是使用金水六君煎加减方。深研其功效

可以发现，后人运用金水六君煎原方，主要用来治

疗肺部疾病。金水六君煎加减方则应用较为广泛，

统计出１篇治疗小儿痰湿性久咳、１篇治疗夜咳、
１篇治疗过敏性鼻炎、１篇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１篇治疗慢性肺心病继发症、１篇治疗美尼尔
氏综合征、１篇治疗骨折迟缓愈合、２篇治疗非小
细胞肺癌（ＮＳＣＬＣ）、２篇治疗高血脂、２篇治疗特
禀质咳嗽、２１篇治疗支气管肺炎、１５篇治疗慢性
阻塞性肺疾。

金水六君煎的现代临床运用主要是治疗肺部疾

病，如哮喘、夜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少数还

可以用来治疗高血脂、黑苔、过敏性鼻炎等。另从

各文献中的总有效率中可以看出，金水六君煎无论

原方还是加减方，其治愈率都达到８４％以上。由此
可以看出，金水六君煎疗效确切、治愈率极高，值

得后期深入开发研究。

６　讨论

本研究在查阅古籍及现代文献资料基础上系统

梳理考证金水六君煎历史沿革、药材基原、炮制、

煎服法及临床应用５个方面情况。
通过梳理考证表明，金水六君煎最早起源于明

代著名医家张景岳之 《景岳全书》，此后历代医家

相继参考运用该方，其药味的组成未有太大变化，

均以当归、熟地黄、茯苓、陈皮、半夏、炙甘草为

主，佐以生姜调和减毒。通过考证研究明确了金水

六君煎各药味基原和炮制方法与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
年版所载基本一致；剂量按照明代一两为３７３ｇ折
算，得总剂量约为６０ｇ；制法用法为加水４００ｍＬ，
煎到 １４０～１６０ｍＬ，在饭后约 １ｈ后服用，每日
１次。临床应用方面可以看出该方主要治疗肺部疾
病，少数治疗如过敏性鼻炎、夜咳等疾病，临床疗

效确切。

综上可知，历代验方是祖国医学的精华，经历

了千百年的临床检验，具有临床疗效确切、应用范

围广泛的特点，是中医药宝库中的瑰宝，也是我国

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人民健康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献考证和梳理是开发经典名方

的首要步骤，本研究就 《目录》中金水六君煎的历

史沿革和处方考证进行综述，有利于推动金水六君

煎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研究，从而更好地挖掘经

典名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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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马新方．地黄的本草考证［Ｊ］．中医研究，２０１０，２３（７）：

２３２４．

［１８］　俟名．神农本草经［Ｍ］．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　张志聪．本草崇原［Ｍ］．刘小平，点校．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５．

［２０］　王艺涵，赵佳琛，金艳，等．经典名方中柑橘属皮用药材

的本草考证 ［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２０，２２（８）：

１１８５１２００．

［２１］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

［２２］　赵佳琛，王艺涵，金艳，等．经典名方中半夏与天南星的

本草考证［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２０，２２（８）：１３６１１３８０．

［２３］　苏敬．新修本草［Ｍ］．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

术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４０．

［２４］　陈嘉谟．本草蒙筌［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５］　董晓旭，刘艺，蔡梦如，等．经典名方中茯苓的本草考

证［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２１，２７（１２）：１７６１８１．

［２６］　《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

谱［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１７．

［２７］　赵佳琛，王艺涵，翁倩倩，等．经典名方中甘草的本草考

证［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２０，２２（８）：１１６２１１７４．

［２８］　高晓娟，赵丹，赵建军，等．甘草的本草考证［Ｊ］．中国实

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３（２）：１９３１９８．

［２９］　王家葵，王佳黎，贾君君．中药材品种沿革及道地

性［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８．

［３０］　孙思邈．千金翼方［Ｍ］．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９７．

［３１］　苏轼．苏沈良方［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３２］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Ｍ］．

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１９７３：１４６．

［３３］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２０．

［３４］　李卫民，李卫红．论温补派张景岳之用熟地黄［Ｊ］．时珍

国医国药，２０１２，２３（４）：９８６９８７．

［３５］　寇宗．本草衍义［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４４．

［３６］　唐慎微．证类本草［Ｍ］．尚志钧，点校．北京：华夏出版

社，１９９３：１５４．

［３７］　王衮．博济方［Ｍ］．王振国，宋咏梅，点校．上海：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３．

［３８］　温大明．传信适用方［Ｍ］．陈婷，点校．上海：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３．

［３９］　王孝涛．历代中药炮制汇典（古代）［Ｍ］．南昌：江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３．

［４０］　潘会朝，郭富礼．中药汤剂当用生半夏［Ｊ］．时珍国医国

药，２００３，２（９）：５３９５４０．

［４１］　张仲景．金匮要略［Ｍ］．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７：９７．

［４２］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５９：１５９．

［４３］　龚廷贤．寿世保元［Ｍ］．鲁兆麟，点校．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１９９３：７．

［４４］　王野．甘草之“炙”古今不同炮制方法及饮片质量的比

较研究［Ｄ］．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２０２０．

［４５］　赵佶敕，圣济总录［Ｍ］．王振国，杨金萍，主校．北京：中

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８７．

［４６］　缪希雍．炮炙大法释义［Ｍ］．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９．

［４７］　日华子．日华子本草［Ｍ］．芜湖：皖南医学院科研处，

１９８３：１８９．

［４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上［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２９５．

［４９］　张俊图，吴洪波，李建梅．金水六君煎方用探讨［Ｊ］．江

西中医药，２０１５，４６（４）：５７．

［５０］　申文玲，彭相君，于丽萍．熟地黄活性成分药理作用的

·７９８·



２０２１年５月　第２３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２１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５

相关研究［Ｊ］．临床医药文献，２０１９，６（８５）：１９４．

［５１］　赵静，夏晓培．当归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现

状［Ｊ］．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２０，１３（６）：１７２１７４．

［５２］　何华康．半夏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进

展［Ｊ］．当代医药论丛，２０２０，１８（７）：１８２０．

［５３］　王昌亚．对陈皮药理作用的探讨［Ｊ］．临床医药文献电

子杂志，２０２０，７（１５）：１３５．

［５４］　邓桃妹，彭代银，俞年军，等．茯苓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

研究进展及质量标志物的预测分析［Ｊ］．中草药，２０２０，

５１（１０）：２７０３２７１７．

［５５］　王姝，梁翠茵．生姜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Ｊ］．卫生职业

教育，２０１４，３２（２２）：１４８１５０．

［５６］　陈敬予，陈禹含．甘草的作用及禁忌症的研究进展［Ｊ］．

名医，２０２０，２３（３）：２１７．

［５７］　许国振．古今中药剂量换算的考证［Ｊ］．中医文献杂志．

２０１０，２８（２）：２７２８．

［５８］　高晓山．中药药性论［Ｍ］．苏式兵，点校．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１９９２：５９．

［５９］　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７．

［６０］　程磐基．宋元明清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Ｊ］．上海中

医药杂志，２００４，３８（７）：６８．

［６１］　钱卓．清代库平一两重多少［Ｊ］．中国钱币，１９９１，

３８（４）：７４７５．

［６２］　袁孟春，刘毅．生姜、大枣经方配伍应用功效、用量分

析［Ｊ］．北京中医药，２０１７，３６（４２）：１１４２１１４４．

［６３］　郭润康．中药处方中的特殊计量单位［Ｊ］．贵阳中医学

院学报，１９８２（１）：４５４６．

［６４］　黄成汉，胡献国．常见病对药妙治［Ｍ］．北京：人民军医

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３．

［６５］　王怀隐．太平圣惠方［Ｍ］．李佑生，整理．海口：海南国

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５：９．

［６６］　郭预衡．文史英华：散文卷［Ｍ］．陈芳岚，编注．长沙：湖

南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０８．

［６７］　曾国藩．曾国藩文集 ［Ｍ］．北 京：海 潮 出 版 社，

１９９７：２６７．

［６８］　朱世英．中国酒文化辞典［Ｍ］．合肥：黄山书社，

１９９０：６１９．

［６９］　葛洪．肘后备急方校注［Ｍ］．沈澍农，校注．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６：１．

［７０］　张从正．儒门事亲［Ｍ］．张宝春，点校．沈阳：辽宁科学

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７：８．

［７１］　高广生．古代煎药服药计时方法初探［Ｊ］．山东中医杂

志，２００２，２１（２）：１０６１０７．

［７２］　萧琢如．遁园医案［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７：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２　　编辑：戴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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