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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鼠李科植物枣Zizyphus jujuba Mill.的干燥成熟果实大枣，原产于我国，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

大枣是药食同源，滋补气血的佳品，因助十二经，通九窍，和百药，被广泛应用于中医临床。鉴于古籍

对中医药现代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通过检索中医古籍数据平台《中医古籍资源库》收载的2085
余种和《中华医典》收载的1000部中医古籍，全面收集了“大枣”相关文献记载87条，其中含大枣方

剂5988个。经系统甄别、整理、分类，从中总结了“大枣”的性味、传统功效、临床应用、历史沿革及

含“枣”方剂相关记述，并以《伤寒论》中大枣的应用为例，梳理、归类其功效的共性规律和典型应用，

为“大枣”现代研究提供详实的文献依据，并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其药效、阐明作用机制提供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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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iziphus jujuba, the dried ripe fruit of Zizyphus jujuba Mill is originally produced in China and 
listed as Top-class medicines in Shennong Bencaojing. Ziziphus jujuba can help twelve regular me-
ridians, dredge nine orifices, and compatible with multiple drugs. It is also a homology of medicine 
and food, and can nourish qi and blood,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clinical of Chinese medicine. 
Ancient book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ve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to the mod-
ern research of TCM. This article collected 87 documents about “Ziziphus jujuba” and 5988 pre-
scriptions of “Ziziphus jujuba” by retrieving “Resource library of ancient books on TCM” and in the 
Chinese Medical Canon. In this paper, the varieties, flavor-nature, traditional efficacy, applica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lated descriptions of “Ziziphus jujuba” formula are summarized. 
T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Ziziphus jujuba” i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as an example, we sum-
marized the common rules of its efficacies and typical applications, which will provide solid clues 
and basis for modern research of “Ziziphus jujuba” and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efficacy and 
the mechanism. 

 
Keywords 
Ziziphus jujuba,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Flavor-Nature, Traditional Efficacy, Formula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大枣为鼠李科枣 Zizyphus jujuba Mill.的干燥成熟果实，原产于我国，《本草纲目》释名“干枣(《别

录》)、美枣(《别录》)、良枣”，《名医别录》曰：“枣生河东平泽”，《本草纲目》“颂曰：近北州

郡皆出枣，惟青州之种特佳。晋州、绛州者虽大，而不及青州肉浓也”。大枣为《黄帝内经》所载“五

果”之一，在我国北方地区一直被视为一种“木本粮食”。其药用历史悠久，是药食两宜之佳品。《神

农本草经》曰大枣“和百药。久服，轻身、长年”，后历代医方中均有记载。 
大枣甘，温，归脾，胃、心经，补中益气，养血安神[1]，含有三萜酸、皂苷、生物碱、黄酮和糖苷

类等化学成分，其中多糖类成分与大枣的临床药理作用紧密相关[2] [3]，药理研究证明，大枣多糖对自由

基有明显清除作用，是天然的抗氧化剂[4] [5] [6] [7]；可改善机体受损的免疫系统，抑制肿瘤生长[8]；能

够预防和治疗肝毒性化学物和药物所致肝损伤[9]，还具有调节血糖、血脂的作用[10]。 
古籍文献查阅中可见，随朝代更替“枣”在不同医籍中的名称有一定变化，性味功效也有不同。为

更准确把握大枣在古籍中的应用记载，现对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医古籍数据平台《中医

古籍资源库》收录的 2085 种中医古籍、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中华医典》收录的 1000 部中国历代医学

古籍中“大枣”、“干枣”、“美枣”、“良枣”、“红枣”相关的中医传统应用进行系统考证与梳理，

并逐条甄别、删除混淆的“莬枣”、“仲思枣”、“拐枣”、“酸枣”、“赤小枣”等其他相关品种记

载，以期为大枣的现代研究应用提供扎实的文献依据和研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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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籍中“大枣”的药性记载 

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简称《本草经》或《本经》)。其内

有关枣的记载，将大枣归入“上品”，称“大枣，味甘，平”。宋代名医唐慎微所撰《经史证类备急本

草》(《政类本草》)中对大枣功效的记载遵从前人。金元时期的《汤液本草》，关于生枣与大枣的描述为

“生枣，味甘、辛”，“大枣，气温，味甘，气厚，阳也”。明时期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生枣「气

味」甘，辛，热，无毒”；“大枣「气味」甘，平，无毒。思邈曰：甘、辛，热，滑，无毒。杲曰：温。”

可见大枣以味甘性平或温为主，其平和的药性和无毒性决定了其在方剂中和日常饮食中的广泛应用。 

3. 古籍中“大枣”的功效记载 

古代文献关于大枣的功效记述，以补气、健脾、养血及调和诸药为主。对其功效的描述性语言多见

于本草学的著作当中。见表 1，表 2。 

3.1. 春秋至秦汉时期 

《本经》曰：“大枣……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

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久服，轻身、长年。”这一时期就提出了大枣补气、健脾胃、和百

药以及“轻身、长年”的保健功效。 

3.2.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梁代《本草经集注》多描述与强调了大枣的补中功效，“大枣……补中益气，强力，除烦闷，心下

悬，肠澼。” 
唐代官修中药著作《新修本草》提及大枣的功效，基本遵从《神农本草经》与《本草经集注》的记

述，无变化。 
 

Table 1. Records of the efficacy of “Ziziphus jujuba” recorded in Resource library of ancient books on TCM 
表 1. 《中医古籍资源库》收载古籍中记载“枣”的功效 

来源 功效 

《本草衍义》 今人将干枣去核，于铛锅中微火缓逼干为末，量多少，入生姜末为汤，点服，调和胃气。又，将煮枣肉

和治脾胃丸药，尤佳。又青州枣去皮核，焙干为枣圈，达都下，为奇果 

《医说》 枣能黄齿 

《卫生宝鉴》 生姜、大枣、饴糖，辛甘大温，益气缓中。又兴脾胃行其津液，以养四脏。建脾制水，补子泻鬼，使四

脏各安其气，必清必净，则病气衰去 

《卫生宝鉴》 大枣味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黄帝针经》云：荣出中焦，卫出上焦是也。卫为阳，不足者

益之必以辛。荣为阴，不足者补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建而荣卫通。是以姜枣为使也 

《卫生宝鉴》 人参葶苈丸(枣肉和丸桐子大) 

《卫生宝鉴》 生姜、大枣、辛甘大温，生发脾胃升腾之气，行其荣卫，又能缓其急 

《卫生宝鉴》 熟枣肉剂成膏 

《医经小学》 大枣甘温可壮神，又能助脉健天真，大和脾胃安中脘，中满之时忌入唇 

《苍生司命》 养胃，又曰参草姜枣胃家药也 

《本草约言》 若云益气利五脏，必主以参、术、枣、姜之类，斯能安胃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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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本草约言》 佐大枣，有厚肠之力 

《本草约言》 盖枣仁秋成者也，生则全得金气，而能制肝木，肝木有制，则脾不受侮，而运行不睡矣 

《本草约言》 
枣类甚多，大抵以青州所出者，肉厚为最。不可同生葱食。中满者与牙痛者，俱不可食。小儿多食，生

疳损齿。丹溪云：枣属土而有火，味甘性缓。经云：甘先入脾。又谓：补脾未尝用甘。今人食甘多者，

惟脾受病。小儿苦患秋痢与虫，食之良 

《本草约言》 
枣生者味甘、平，无毒。多食令人寒热腹胀，滑肠难化，羸瘦人尤不可食。熟者味甘，温，无毒。主心

腹邪气，安中补虚，益气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润心肺，止嗽，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

足，大惊，四肢重 

《东垣十书》 虚，则以甘草、大枣之类补之 

《东垣十书》 人参、大枣之甘，以补不足之气 

《东垣十书》 生枣味甘、辛。多食，令人多寒热，羸瘦者不可食 

《东垣十书》 
汤液本草海藏王好古类集新安吴勉学校正果部大枣气温，味甘，气厚，阳也。无毒。《珍》云：味甘，

补经不足，以缓阴血。《液》云：主养脾气，补津液，强志。三年陈者，核中仁，主腹痛，恶气卒疰忤，

治心悬。经云：助十二经脉，治心腹邪气，和百药，通九窍，补不足气。生者多食，令人腹 

《东垣十书》 姜、枣辛甘发散 

《周慎斋医书》 心烦，加麦冬、五味、枣仁 

《周慎斋医书》 姜枣，辛甘，行阳气，而除阳脉之涩 

《周慎斋医书》 用白术，红枣，共捣为丸。每服地黄丸，半杂白术丸 

《周慎斋医书》 白术，红枣，补脾，止泻 

《周慎斋医书》 茯苓、远志、枣仁之补心 

《周慎斋医书》 大枣，属土，有火。生姜佐之，益气厚肠 

《古今医鉴》 大枣养胃和脾，遇中满而勿与 

《万病回春》 胃腑补泻温凉药，补：白术、人参、黄芪、莲子、炙甘草、芡实、山药、陈皮、半夏、糯米、蜂蜜、砂

糖、白糖、荔枝、林禽、枣子 

《医学原理》 是以用大枣、人参、甘草、白术等补益中气以健运 

《医学原理》 大枣、甘草补脾土以胜湿 

《医学原理》 是以用桂枝、生姜、甘草、大枣以发散在表之风寒，芍药收阴寒以救血 

《医学原理》 故用桂枝、甘草、大枣、生姜等发散表邪 

《医学原理》 经云：虚火宜补，故用人参、大枣、甘草以补中 

《医学原理》 黄连汤：治中气亏败，阴寒外乘，郁热内激，腹痛呕逆。法当补中气为主，故用人参、甘草、大枣以补

中气为本 

《医学原理》 大枣补中益肺之母气 

《医学原理》 六味地黄丸，以红枣四两蒸烂去核捣膏，和炼蜜丸如梧子大 

《医学原理》 肉豆蔻丸，以枣肉捣膏丸梧子大 

《医学原理》 是以用人参、黄芪、茯苓、甘草、大枣等以补中气，当归、白芍养气血，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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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原理》 枣健脾 

《杂病证治准绳》 
予见其呕恶，用瓜蒂散、人参芦煎汤导吐之，不得吐，因念积饮非十枣汤不能取，乃用三药以黑豆煮制，

晒干研为末，枣肉和丸如芥子大，而以枣汤下之，初服五分后，见其不动，复加五分，无何腹痛甚，以

枣汤饮之 

《医学广笔记》 下焦，少腹不坚痛，而误用芒硝以伐真阴，洞泄不已，元气将脱，宜用人参、白术、炙甘草、大枣、干

姜、芍药，大剂与之 

《医学广笔记》 大枣去核，有齿病、疳病、虫人及小儿不宜食。忌与葱同食，令人五脏不和。与鱼同食，令人腰腹 

《医学广笔记》 胃气弱，加生姜三五片，大枣三枚 

《寿世保元》 大枣味甘，调和百药，益气养脾，中满休嚼 

《寿世保元》 一论外解诸方，凡被房事、经水、生产之秽所犯者，以大枣烧烟解之 

《寿世保元》 以甘草、大枣补脾 

《寿世保元》 脾虚者，甘草、大枣之类补之 

《简明医彀》 湿证 

《丹台玉案》 大枣补脾 

《丹台玉案》 咳嗽，加枣仁 

《寓意草》 姜、枣为引，平调数日而全愈 

《寓意草》 姜、枣和中为引 

《医门法律》 姜、枣和中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大枣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建立中气，则邪气自除)助十二经，平胃气，(十二经皆受津液于

脾胃，脾胃盛则十二经皆充也)通九窍，(补而不滞)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周身血气无不补也)大
惊，(甘能缓急)四肢重，(脾虚则重，旺则轻也)和百药。(百药气味不齐而甘能调之)久服，轻身长年。(皆
补益后天之功) (枣味甘，而肉浓色赤，得火之色，土之味，故能建立中焦，温养脾胃，为后天之本。万

物生于土，土气充盈，诸经自皆受益矣) 

《医碥》 附子、天雄、乌头毒、大豆、绿豆各数合，煎浓汁饮。又远志、防风、枣、饴糖，并解之 

《医碥》 枣以补其阳 

《医碥》 参、芪、甘草、姜、枣以补其阳 

《伤寒瘟疫条辨》 用姜、枣以培中气 

《伤寒瘟疫条辨》 故用甘草、大枣以补益肠胃也 

《伤寒瘟疫条辨》 姜、枣又所以和中而调卫荣也 

《伤寒瘟疫条辨》 药，久病虚羸，故以参、草、大枣扶其胃气，而诸证自退也 

《伤寒瘟疫条辨》 生姜、大枣利气通经，健运脾土以固本，惟善用者乃能收奇功也 

《伤寒瘟疫条辨》 佐以参、枣补中虚也 

《伤寒瘟疫条辨》 故参、草、桂枝、姜、枣补益中气，调和荣卫 

《方义指微》 枣和营为桂芍佐使 

《神效奇方》 大枣忌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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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cords of the efficacy of “Ziziphus jujuba”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Medical Canon  
表 2. 《中华医典》收载古籍中记载“枣”的功效 

来源 功效 

《吴普本草》 大枣主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美志气 

《本草经集注》 大枣味甘，平，无毒。主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身中不

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补中益气，强力，除烦闷，心下悬，肠澼。久服轻身，长年，不饥神仙 

《名医别录》 大枣无毒。补中益气，强力，除烦闷，治心下悬、肠澼。久服不饥神仙。生枣，味甘、辛，多食令人多

寒热，羸瘦者，不可食。生河东 

《名医别录》 
枣叶散服使人瘦，久即呕吐；揩热痱疮至良。《本经》原文：大枣，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

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久服轻身长年。叶覆

麻黄，能令出汗。生平泽 

《新修本草》 大枣味甘，平，无毒。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身中不足，大惊，

四肢重，和百药。补中益气，强力，除烦闷，疗心下悬，肠澼。久服轻身长季，不饥神仙 

《黄帝内经太素》 大枣味甘平，杀乌头毒。生枣味辛 

《证类本草》 
大枣味甘，平，无毒。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

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补中益气，强力，除烦闷，疗心下悬，肠澼。久服轻身长年，不饥神仙。

干枣，温。主补津液，强志。三年陈者核中仁，主恶气，卒疰忤 

《证类本草》 仲思枣味甘，温，无毒。主补虚益气，润五脏，去痰嗽，冷气。久服令人肥健，好颜色，神仙不饥 

《汤液本草》 

大枣气温，味甘，气厚，阳也。无毒。《珍》云：味甘，补经不足，以缓阴血。《液》云：主养脾气，

补津液，强志。三年陈者，核中仁，主腹痛，恶气卒疰忤，治心悬。经云：助十二经脉，治心腹邪气，

和百药，通九窍，补不足气。生者多食，令人腹胀注泄。蒸熟食，补肠胃，肥中益气。中满者勿食甘，

甘者令人中满，故大建中汤，心下痞者，减饴、枣，与甘草同例 

《汤液本草》 生枣味甘、辛。多食，令人多寒热，羸瘦者不可食。叶，覆麻黄能令出汗。生河东平泽，杀乌头毒 

《神农本草经疏》 大枣味甘，平，无毒。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

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补中益气强力，除烦闷，疗心下悬，肠澼。久服轻身延年，不饥神仙 

《素问灵柩类纂约注》 补益精气 

《神农本草经》 大枣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肋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

惊，四肢重，和百药。久服，轻身、长年。叶覆麻黄，能令出汗。生平泽 

《灵素节注类编》 补益精气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补脾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补心，泄水 

《内经药淪》 运行脾胃也六脉迟缓而甚微者急宜救阳 

3.3. 宋金元时期 

宋代《本草衍义》对大枣的记载，强调益脾胃之功效，并言其与生姜相配，可调和脾胃，“大枣，

今先青州，次晋州，此二等可晒曝入药，益脾胃为佳。余只可充食用”。今人将干枣去核，于铛锅中微

火缓逼干为末，量多少，入生姜末为汤，点服，调和胃气。又将煮枣肉和治脾胃丸药，尤佳。又青州枣

去皮核，焙干为枣圈，达都下，为奇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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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期的《汤液本草》，提及大枣以及生枣。论及大枣的不同食用方式，功效有所不同。“生枣，

味甘、辛。多食，令人多寒热，羸瘦者不可食。……生河东平泽，杀乌头毒。”；“大枣，气温，味甘，

气厚，阳也。无毒。《珍》云：味甘，补经不足，以缓阴血。《液》云：主养脾气，补津液，强志。三

年陈者，核中仁，主腹痛，恶气卒疰忤，治心悬。经云：助十二经脉，治心腹邪气，和百药，通九窍，

补不足气。生者多食，令人腹胀注泄。蒸熟食，补肠胃，肥中益气。中满者勿食甘，甘者令人中满，故

大建中汤，心下痞者，减饴、枣，与甘草同例”。 

3.4. 明清时期 

《本草纲目》记载果部“枣”：「主治」1) 调和胃气。用干枣去核，缓火烤燥，研为末，加少量生

姜末，开水送服。2) 反胃吐食。用大枣一枚去核，加斑蝥一个去头翅，一起煨熟，去斑蝥，空心服，开

水送下。3) 伤寒病后，口干咽痛、喜唾。用大枣二十枚、乌梅十枚，捣烂，加蜜做成丸仓，口含咽汁，

甚效。4) 妇女脏燥(悲伤欲器，精神不正常)。用大枣十枚、小麦一升、甘草二两、合并后每取一两小煎

服。此方名“大枣汤”，亦补脾气。5) 大便燥塞。有大枣一枚去核，加轻粉半钱入枣中，煨熟服，枣汤

送下。6) 烦闷不眠。用大枣十四枚、葱白七根，加水三程式煮成一升，一次服下。7) 上气咳嗽。用枣二

十枚，去核，以酥四两，微火煎，倒入枣肉中渍尽酥，取枣收存。常含一枚，微微咽汁。8) 肺疽吐血。

用红枣(连核烧存性)、面药煎(煅过)，等分为还想。每服二钱，米汤送下。9) 耳聋鼻塞。取大枣十五枚(去
皮、核)、蓖麻子三百枚(去皮)，一起捣碎，棉裹塞耳鼻，一天一次，经一个多月，即可闻声音和辩香自。

先治耳，后治鼻，不可并塞。10) 诸疮久溃。用枣膏三程式煎水频洗。 
综上可知大枣补中益气，药力平和，为调补脾胃的常用药。又可养血安神，治疗气血亏虚，情志抑

郁，心神不宁之脏躁证。这与大枣现代用于治疗缺铁性贫血，失眠烦闷，胃寒疼痛是一致的。大枣又有

调和百药，缓和药物毒烈之性的功效，在方剂中常为佐使，被历代医家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多种疾病。 

4. 古籍文献中含“枣”的方剂记载 

古代文献中含有“枣”的方剂不胜枚举，主要是取枣的补益、调和药性之效。分以下三类。 

4.1. 以“枣”命名的方剂 

这一类方剂有取大枣补益调中的功效，也有取其和缓药性的作用。前者方剂数目较多，如出自张仲

景《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由甘草三两、小麦一升，大枣五至七枚组成。有养心安神、和中缓急、补

脾益气等功效。适用于脏躁，以精神恍惚、常悲伤欲哭不能自主、睡眠不实、言行失常、哈欠频作、舌

红苔少等症状。其构思精练，组方经典，在后世医书《本草问答》、《成方切用》、《古今医统大全》、

《韩氏医课》、《金匮要略论注》、《金匮指归》、《医宗金鉴》等中广为记载。《丹溪心法》、《古

今医统大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载的枣肉平胃散，大枣用量较大，《丹溪心法》曰：“浓朴(姜
制)陈皮(去白，各三斤，二两)甘草(炙)、红枣、生姜(各二斤)苍术(泔浸一宿炒，五斤)上锉，拌匀，以水

浸过面上半寸许，煮干，焙燥为末……和匀温服，效。治翻胃、积饮通用。”治疗不思饮食，口苦无味，

面黄瘦弱，膈气反胃等症状的脾胃不和证。“常服调气暖胃，化宿食，消痰饮，辟风、寒、冷、湿四时

非节之气”(《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取大枣缓和药性作用的代表方剂为十枣汤，主治太阳中风，有形之水客居胸胁之悬饮证。《伤寒论·辩

太阳病脉症并治下》云：“芫花(熬)，甘遂，大戟，上三味，等分，各别捣为散，一水一升半，先煮大枣

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不下病不除者，明

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金匮要略》亦有论述。《注解伤寒论》曰：“辛以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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芫花之辛，以散饮；苦以泄之，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水者，肾所主也；甘者，脾之味也。大枣之

甘者，益土而胜水”；《金镜内台方议》曰：“以大枣之甘，益脾而缓其中也”，可见大枣在此处既顾

其脾胃，又缓其峻毒。又如葶苈大枣泻肺汤(葶枣散)，载于《金匮要略》，由葶苈子、大枣组成。具有泻

肺行水、下气平喘之功效，主治痰涎壅盛、咳喘胸满等证。《金匮要略》卷上曰：“方中葶苈子入肺泻

气，开结利水，使肺气通利，痰水俱下，则喘可平，肿可退；但又恐其性猛力峻，故佐以大枣之甘温安

中而缓和药力，使驱邪而不伤正”。大枣缓和药性之功可见一斑。此外其他一些以“枣”命名的方剂，

针对特殊病症，疗效颇佳，记载于各家医书，随世流传。举例如下：《医林一致》中记载的七枣汤，“附

子(一枚盐水煮去皮脐)大枣(七枚)为丸，每服三钱，甚者五钱”，治有寒无热，故用此方以治牝疟。《玉

机微义》解：“七枣汤治五脏气虚，阴阳相胜，乍为痎疟，不问寒热先后并治。王冰解：‘益火之原，

以消阴翳’，故独寒无热之疟，用附子之辛以主之，佐以大枣七枚，取其能和附热，且引之入至阴耳”。

这些古代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很多至今仍习用。见表 3。 
 

Table 3. The formulas named after “Ziziphus jujuba” in ancient books of Chinese medicine 
表 3. 中医古籍中以“枣”命名的方剂 

来源 方剂名称 方药组成 

《产宝百问》、《晋唐名医方选》、《治法彚》 大枣汤 甘草，小麦，大枣 

《杨仁斋著作三种》 独枣汤 大枣 

《王氏家宝伤寒证治明条》 茯苓桂枝大枣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 

《尚论后篇》、《金匱要略直解》、《伤寒来苏集》、

《伤寒瘟疫条辨》、《要略釐辞》、《韩氏医课》、

《金匱要略方论本义》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 

《金匱要略方论本义》、《新编金匮要略方论》 甘草小麦大枣汤方 甘草，小麦，大枣 

《金匱要略直解》、《医宗金鉴》、《奇症汇八卷》、

《金匮要略正义》、《金匮指归》 甘麦大枣汤 甘草，小麦，大枣 

《金匮要略正义》 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方 桂枝，甘草，干姜，大枣，麻黄，细辛，附子 

《景岳全书》 济生七枣汤 大附子或川乌代附子，陈壁土，三七，枣 

《医学启蒙汇编》、《证治大还》 金枣丹 雄黄，辰砂，川乌，升麻，蜈蚣，蟾酥， 
闹羊花，麝香，大枣 

《金匱要略直解》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茯苓，甘草，大枣，桂枝 

《良朋汇集经验神方》 秘传枣凡丸 红枣，鸡肫皮，皂矾，酽醋 

《严氏济生方》、《丹溪心法》、《苍生司命》、

《杂病证治准绳》、《丹台玉案》 七枣汤 附子，姜，枣 

《晋唐名医方选》 千金干枣汤 芫花、荛花各半两、甘草、大戟、甘遂、 
大黄、黄芩各、干枣 

《景岳全书》 三因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子，大枣 

《伤寒六书》、《古今医统大全》、《明医指掌》、

《医林绳墨》、《医学启蒙汇编》、《尚论后篇》、

《金匱要略直解》、《医林一致》、《伤寒来苏集》、

《起秀堂刊医书两种》、《金匱要略方论本义》、

《伤寒悬解》、《要略釐辞》、《金匮方论衍义》、

《金匮要略札记》、《新编金匮要略方论》 

十枣汤 芫花、大戟、甘遂、大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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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景岳全书》 仲景十枣汤 芫花、大戟、甘遂、大枣 

《丹溪心法》 十枣丸 芫花、大戟、甘遂、枣肉 

《景岳全书》、《疡科选粹》 水银枣子膏 水银，枣肉 

《外科启玄》、《要略釐辞》 葶苈大枣汤 葶苈子，大枣 

《丹溪先生医书纂要二卷》、《杂病证治准绳》、

《金匱要略直解》、《金匱要略方论本义》、 
《韩氏医课》、《金匮方论衍义》、 

《金匮要略正义》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子，大枣 

《瑞竹堂经验方》、《古今医统大全》 香枣丸 苦丁香，大枣 

《卫生宝鉴》、《古今医统大全》、《医经大旨》 枣矾丸 皂矾，枣肉，生姜汤送服 

《古今医统大全》 枣膏丸 陈皮、苦梗、甜葶苈(炒，研)大枣 

《新刊续添是斋百一选方》 枣合丸 丁香，半夏，干姜，胡椒，木香，大枣 

《洪梗辑刊巾箱本书》 枣煎方 青州枣，土苏，饧 

《丹溪心法》、《古今医统大全》 枣肉平胃散 陈橘皮(去皮)，厚朴(去粗皮，姜制，炒香)， 
甘草(炒)，生姜，红枣，苍术 

《古今医统大全》 枣肉丸 破故纸，木香，肉豆蔻，红枣 

《怀少集》 枣煨丸 丁香，沉香，藿香，木香，人参，甘草， 
陈皮，茯苓，朱砂，大枣 

《万病回春》 枣子绿矾丸 针砂，绿矾(炒)，苍术(米泔制)，厚朴(姜炒)， 
陈皮，神曲(炒)，甘草 ，大枣 

4.2. 以“枣”组成的方剂 

此类方剂组成中含有“枣”，但枣大多起调和药性的作用，多为佐使之药。常与生姜同时出现，共

奏调和之功。出现形式多为“枣几枚、姜几片”，或是“入姜枣同煎”等。这类方剂极多，该法也从古

代一直沿用至今。如建中汤中“生姜三片、枣一枚”；地黄饮子中“生姜五片，枣一枚”等；也有以枣

汤调服或为引，如《玉机微义》中积气丹“每服一丸，临卧烧枣汤下，每夜一丸”；《东垣十书》中记

载张仲景用竹叶汤治咳逆上气，“唾浊，但坐不得卧，皂荚丸主之。杵末，一物蜜丸桐子大，用枣汤服

一丸，日三夜一”。 

4.3. 枣肉为丸，枣肉为膏  

大枣作为调和药的同时，也为其他剂型如丸剂、膏剂的黏合剂和赋形剂。如《玉机微义》中软金丸

“……上同研匀，枣肉为膏，和丸绿豆大，新汲水下一丸。”又如《医学广笔记》中痘疳神效方中将各

药“为细末，枣肉捣膏和丸如弹子大。” 

5. 《伤寒论》中大枣的应用 

后汉张仲景所撰《伤寒论》是一部中医临床理法方药俱全的医学典籍，共记载方药 113 方，91 味药，

398 条原文。其中运用大枣的方剂有 39 首，占全部方剂的 1/3 以上，可见仲景擅用、常用大枣。《伤寒

论》中应用大枣的方剂中，用量为 4~30 枚不等，用 10 枚以上的有 34 首，12 枚最多，为 28 首[11]。直

接以大枣命名的有十枣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等，足以证明其对大枣的重视。以其中几个经典方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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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伤寒论》第一方桂枝汤治疗营卫不和证，生姜与大枣同用，一辛一甘，“取其辛以和肺卫，得枣

之甘以养心营，合之能调营卫也”《本草经读》[12] [13]。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治伤寒发热后脐下悸动，

欲作奔豚者”，大枣用量十五枚，《注解伤寒论》曰：“甘草、大枣之甘滋助脾土以平肾水气。”此处

大枣与甘草合用，发挥了培土制水，补益脾气之功[14] [15]。炙甘草汤益气滋阴，通阳复脉，用枣重至

30 枚。《伤寒论》中大枣配方范围广泛，通过配伍和用量不同，来发挥大枣调和营卫、补中益脾、益气

养血等功效，充分体现了仲景遣药配方之纯熟，于平凡处见真章[16] [17]。 
医圣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的脾胃理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胃气的养护。《伤寒

论》中尤重大枣，其养胃扶正以祛邪、祛邪而不伤胃气的思想随处可见。大枣药性平和，口感甘甜，在

顾护胃气中应用广泛。在胃气尚不甚虚时，祛邪药中伍以草、枣、姜，以和胃、鼓舞正气以利祛邪；当

胃气受损时，在祛邪药中伍以参、草、姜、枣，以扶胃、振奋正气配合祛邪，为后世医家的治疗和大众

的养生提供了有益的依据[18] [19]。 

6. 小结 

观之屠呦呦教授发现青蒿素，正是受《肘后备急要方》中“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的启发，这体现了中医古籍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价值[20]。古代文献是现代医学成就的土壤，蕴藏着许

多原创思维与宝贵经验[21]，溯本求源，从古籍中寻找灵感，汲取精华，才能使中医药研究得到长足的发

展。这正是本文对古籍文献中大枣的传统功效记载进行系统梳理的目的所在。 
本文通过系统整理有关大枣性味、功效的传统记载，及含大枣方剂的临床应用，可知在春秋至秦汉

时期提出大枣补气健脾，和百药的功效，东汉《伤寒论》尤重在顾护胃气方面大枣的配伍应用，及至宋

代更加注重大枣调和脾胃之效。古籍中大枣品种和使用益忌也随朝代有一定的变化，如《汤液本草》论

及生枣可杀乌头毒，生食令人腹胀，熟食补肠胃等。由此可看到关于大枣临床应用的历史沿革。 
近年来研究显示，大枣多糖具有补血，保肝，抗肿瘤，抗氧化，改善机体免疫力，改善肠道功能的

作用[22]，三萜酸类成分具有抗炎，抗微生物，免疫兴奋的作用[23]，黄酮类成分具有血管舒张，抗氧化，

镇静和神经保护等作用[24] [25] [26]。这些研究为大枣传统功效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仲景擅用、常用大枣

以顾护胃气临床经验分析发现，仲景在象数思维指导下根据不同病证的大枣灵活应用，不仅体现在对大

枣性味功效的解析与阐释，更体现在大枣与其他药物组方配伍中。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发现，大枣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调和营卫、散寒养血、补中利水、益气滋阴四个方面[25]，这也为汲取大枣临床应用精妙、在

配伍理论指导下的拓展应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同时，可以看到，对大枣与峻猛药物配伍发挥减毒效应方面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诸如《药对》：

“杀附子、天雄毒”等大枣减毒相关传统记载的物质基础研究方面尚属起步阶段。徐丽[27]等人通过大鼠

在体小肠灌流实验发现，大戟 95%醇提物在配伍大枣后相关色谱峰减少甚至消失，提示大戟配伍大枣有

一定解毒减毒作用。罗丹[28]等人发现，大枣提取部位小分子糖和氨基酸、黄酮苷、三萜对甘遂毒性部位

二萜的致炎毒性具有明显的拮抗作用，大枣有效部位对甘遂提取物致小鼠胃肠急性损伤有保护作用。李

瑶[29]等人通过研究大枣对巴豆霜胃肠毒性及利尿效应的干预作用，发现大枣与巴豆霜配伍在血清免疫指

标、肠道运动与损伤、肠道菌群结构等方面都具有配伍减毒作用。这些研究为临床应用及进一步深入研

究提供了依据和线索。大枣广谱的配伍减毒活性是否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否通过某种共通的机制发挥

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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