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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温病条辨》是清代温病学者吴瑭基于叶天士学术成就撰写的经典著作，系统论述了温病的病因、病机、

临床表现和治疗原则，并提供了独特的服药方法。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温病条辨》的服药方法及其临

床意义，并评估其在现代医疗中的应用价值。通过系统梳理和文献回顾，结合药理学研究和临床应用分

析，本研究发现《温病条辨》中的服药方法在温病诊治中具有显著疗效，且与现代医疗手段的结合为中

医温病学的现代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研究结果强调了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并突出了根据

患者具体病情和体质调整治疗方案的必要性。本文的结论不仅丰富了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也推动了中

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为全球健康事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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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n Bing Tiao Bian” is a classic work written by Wu Tang, a scholar of warm diseases in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Ye Tianshi. I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treatment principles of warm diseases, and provides 
unique medic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medication methods and clin-
ical significance of “Wen Bing Tiao Bian”, and evaluate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modern medicine. 
Through systematic review and literature review, combined with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edication methods in “Wen Bing Tiao Bian” 
have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Wen Bing, and the combina-
tion with modern medical methods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mod-
ern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n B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emphasize the im-
portance of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and highlight the necessity of adjusting treatment plan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dition and constitution of patient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not only enriches 
the treatment methods of modern medicine, but also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
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global health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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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温病条辨》是吴瑭编纂的一部中医经典，全书共载方 213 首，涵盖了上焦、中焦、下焦等不同病

位的治疗方案。其中，上焦篇 46 篇、补秋燥胜气论等 5 篇、中焦篇 94 篇、下焦篇 66 篇，以及解产难保

胎论 2 篇。该书不仅论述了温病，也包括了疟、痢、疸、痹等病症。吴瑭认为，这些病症虽与湿温病表

现不同，但其病机均与湿热有关，因此将其纳入中下焦湿温病的范畴，以指导后学。 
在湿温病篇中，部分方剂的病机并非湿热，吴瑭为了全面探讨湿温病及其病情变化，对这些方剂进

行了鉴别和比较，并将它们纳入湿温病篇。吴瑭在论述秋燥时，区分了温燥与凉燥两种情况，其在《医

征·温热病论》中受到启发，特别撰写了“补秋燥胜气论”一篇，以阐述凉燥的概念。为了更清晰地总结

吴瑭治疗温病的组方特点，本文排除了外用方和与温病无关的方剂，如寒湿篇、湿湿篇中的疟痢疸痹、

补秋燥胜气论和保胎论二等。经筛选后，吴瑭治疗温病的方剂共有 104 首，上焦篇 39 首，中焦篇 39 首，

下焦篇 26 首[1]。 
《温病条辨》中的服药方法多样，通过精确的药物使用和服用方式，可以充分发挥中药的疗效。近

年来，该书中的服药方法及其临床意义已成为中医药研究的热点。研究表明，这些服药方法在温病诊治

中具有显著疗效，选择合适的服药方法可以提高治疗效果。药量和煎服法的适宜性是决定疗效的关键因

素。吴瑭在每方后对方剂的煎煮和服法进行了详尽阐述，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对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 
[3]。本文旨在总结吴瑭在《温病条辨》中所注的用药服用方法及其临床意义，为临床提供新的思路。通

过深入研究这些服药方法，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推动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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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病条辨》服药方法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应用 

吴瑭在《温病条辨》中，依据温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差异化的治疗策略和服药方法。在疾

病的上焦阶段，他推荐采用轻清宣透的药物来驱散风热，例如银翘散，其使用凸显了“辛凉解表”的治

疗要义[4]。进入中焦阶段，治疗重心转向清热泻火和生津止渴，此时白虎汤等方剂成为常用选择，其应

用彰显了“清气分热”的治疗原则[5]。至于下焦阶段，治疗则更偏重于滋阴降火及补肾益气，六味地黄

丸等方剂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广泛应用，反映出“养阴清热”的治疗理念[6]。 
吴瑭进一步强调了服药的时机与方法的重要性，指出应根据病情的不同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服药时

间，以优化治疗效果。他还提倡“随证治之”的治疗方针，即需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对方剂的组

成和用药剂量进行个性化调整[7]。这些服药方法不仅反映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也展现了吴瑭深邃的

医学洞察力和临床应用经验。 
通过这种细致的治疗方法，吴瑭的理论与实践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医学指导，其深刻的医学理念和

临床经验在当今中医治疗中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和验证这些传统治疗方法的

科学性和临床应用效果，以促进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 

3. 服法分类统计 

《温病条辨》中的服法分类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强调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体质和病邪的

性质来调整服药的方法。吴瑭将服药方法与三焦辨证紧密结合，对上焦、中焦、下焦不同阶段的温病提

出了相应的服法。例如，在上焦阶段，他提倡使用轻清宣透的药物，如银翘散，以疏散风热、解表清热；

中焦阶段则重视清热泻火、生津止渴，常选用白虎汤等方剂；而在下焦阶段，则注重滋阴降火、补肾益

气，六味地黄丸等方剂被广泛应用于临床[4]。 
此外，服法还涉及了服药的时间、剂量、煎煮方法等细节，如强调在病情的不同阶段应选择合适的

服药时间，以及根据病情的轻重调整药物剂量。这些细致的服法分类不仅为温病的治疗提供了丰富的方

法，也为中医临床用药的精准性提供了重要指导[5]。 
现代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温病条辨》中服法分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药理学研究表明，书中提及的

方剂如银翘散和白虎汤等具有显著的抗炎、解热和免疫调节作用[8]。临床研究也证实，遵循《温病条辨》

的服法分类原则，能够提高温病治疗的效果，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9]。 

4. 特殊服法分析 

在《温病条辨》中，吴瑭对方药的服法进行了细致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特殊的服药方法以适应不

同阶段的温病治疗，见表 1。 
 

Table 1. Analysis of special dosage 
表 1. 特殊服法分析表 

特殊服法分析 频率(次) 代表方 意义 

一日二次服药

法 57 
如宣痹汤，杏仁汤，厚朴草果汤

等。 
多芳香化湿，宣畅气机。它的效果比较缓慢，不

适合速效。可用以治疗湿热性疾患。 

一日三次服药

法 74 如白虎汤，清营汤，黄连阿胶汤

等。 
疗效快，更具有清热解毒，清化湿热之功效，可

用来治疗外感热病正、邪激烈交争之中、极期。 

1 昼夜 
4 次服药法 14 如化斑汤、加减复脉汤等。 服法为“每日 3 次，晚上 1 次。”常用于病情严

重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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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频繁服用法 25 如增液汤，雪梨浆方， 
薄荷末抹舌。 

为生津养阴之品，适用于温病后期阴液受损的 
患者。 

随症随时增减 7 有大小承气汤，五加减承气汤。 其药性寒，功用凶猛，易伤气。故里实热证， 
必用此法。 

集中药力 2 翘荷汤、普济消毒饮等 适用于邪毒炽盛，正气旺盛的人群。 

煎药多用清

水，多用药汁

法 

含有生石膏，

滑石和其他矿

物药的处方。 

如白虎汤、清营汤、化斑汤、 
竹叶石膏汤、黄连解毒汤等。 

通过增加水量，延长煎煮时间，使得矿物药中的

有效成分更多地溶解于水中。 

5. 服法临床意义 

《温病条辨》用药方法种类繁多，既有用药数量，又有用药时机不一，用药方式各异。对这些服药

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可优化中药应用方式以更适用于临床实际。同时科学合理地服药方法可增强疗效、降

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病人用药安全性。 

5.1. 短时频服 

在《伤寒论》中，张仲景针对病入少阳、邪热弥漫的危急病情，提出了“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

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治疗方案。此情况下，仲景推荐分服 4 次的方法，

以缩短用药时间，迅速攻邪，恢复正气。这种服药方法与传统的一日二次、早晚各一次的服药模式不同，

主张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和个人情况，调整服药间隔和次数，实现每天 3~4 次的短时频服[10]。 
受仲景启发，吴瑭在《温病条辨》中也提倡了短时频服的方法，特别是对于银翘散的使用。吴瑭主

张根据病情的轻重，采用“时时清扬法”，即病重者每二时左右服用一次，每日三次，夜间一次；病轻

者每三时一次，日二次，夜一次；直至病情解除再停药。这种短时频服法具有诸多优势，银翘散药量轻，

通过少量多次的给药，可以使药效轻柔地作用于上焦，持续发挥治疗效果，同时避免过度发汗伤阴[11]。
银翘散通过短煎频服的方式，实现了发汗退热而不伤阴的疗效，体现了其“轻以去实之力”的治疗作用

[12]。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如清燥救肺汤的应用，也需采用频服的方法。这是因为燥邪易于化热伤阴，

如果大剂量快速补益阴液，可能会因虚不受补而失效。因此，建议通过频繁而少量的给药，如同逐渐加

水于干裂的壶，以保留更多的水分。《温病条辨》中焦篇提到的减味竹叶石膏汤，采用“每隔一个时辰

服一杯，约三时服尽”的方法，吴瑭在自注中解释，面对脉促等紧迫病势，通过增加用药次数和缩短用

药间隔，以达到迅速逐邪外出的效果[13]。 

5.2. 急重顿服 

顿服法通过集中药物的效力来迅速控制疾病的扩散和进展[10]。即一次性快速服用全剂量的药物[14]，
能够使药物迅速发挥效果，具有剂量大且专一性强的特点，有助于快速清除体内的病邪，实现回阳救逆

[15]。 
在《伤寒论》中，张仲景提出了六种适用于顿服的方剂，包括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甘草汤的加减

方、干姜附子汤的加减方、瓜蒂散的加减方、大陷胸丸的加减方以及调胃承气汤的加减方。特别是调胃

承气汤，在《伤寒论》第 207 条中提到，“温顿服以调和胃气”，其采用顿服法是因为在阳明热证向阳

明实证转化的关键时期，顿服可以迅速阻断病势，有效控制疾病的进一步发展[16]。 
顿服法在中医急诊和重症治疗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6]。《温病条辨》中也记载了多种顿服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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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桃花粥用于顿服以止泻，牛乳饮用于顿服以补充燥胃液。此外，还有新加黄龙汤用于泻热泻火、急存

阴液的顿服方法，以及顿翘荷汤用于急清上焦燥热、防止邪气深入的顿服策略。例如，桑杏汤[4]在“顿

服，重则复作”的情况下使用，吴瑭自注中提到，轻药不宜复用，若需复用，应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调整

剂量，并注意煎煮时间，以免影响药效。 

5.3. 多备少服 

所谓“多备少服”之法是指配制方药数量略多，数量较多，以达到力大效宏、药力持续、速战速决。

但是在使用时，要严格把握好分寸，不一定把准备好的药物都吃完了。一般宜分数次给药，并时刻观察

用药后的反应以决定进退[17]。在《伤寒论》中，多次提及“中病即止”和“病未解，作复服之”的原则，

强调了根据病情的实际改善来调整药物使用。例如，在使用承气类方剂时，张仲景建议将煎煮好的药剂

分 2 至 3 次服用，每次间隔 3 至 6 小时，并在每次服用后观察患者的排便情况，以此为标准来判断药效。

如大承气汤的用法中提到“如一服利者即止后”，意味着一旦患者排便通畅，即应停止继续服用；小承

气汤亦有类似的用法说明，强调了中病即止的原则，以避免过度用药伤害正气。 
此外，《温病条辨》上焦篇第 25 条中也体现了这一原则，指出在治疗手太阴暑温时，患者服用香薷

饮后，一旦微汗出现，即不应再继续服用，以防进一步损伤已经虚弱的表气。尽管此处未直接使用“中

病即止”的表述，但实质上传达了相同的治疗理念。 

5.4. 凉服冷服 

凉服是指有的汤剂视情况而定，需降温再服。《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中指出，在解毒治疗

中，即使情况紧急，也不宜热服，因为热服可能会加重病情，而冷服则有助于解毒[18]。《金匮要略》中

的生姜半夏汤用于治疗寒饮结胸，气机受阻的症状，为了防止寒饮在胸部固结，拒绝热药而引起呕吐，

采用“小冷服”的方法。 
吴瑭在《温病条辨》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继五汁饮、椒附白通汤之后，特别指出这些方剂应

“凉服”。五汁饮是一种具有甘寒养胃阴功效的方剂，凉服可以发挥其养阴救液的作用，同时还有清热

解暑的效果。椒附白通汤则是结合了仲景白通汤和许学士椒附汤的特点，虽然使用了大辛大热的药物，

但通过凉服的方法，可以减少药物的热量，预防因用药过热而引起的拒药现象。 
凉服的方法不仅能够降低药物的温度，还能够根据病情的不同，调整药物的性质，以达到最佳的治

疗效果。这种服用方法体现了中医药学中的个体化治疗原则，也展示了吴瑭在临床应用中的创新思维。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凉服方法在不同疾病中的适用性和效果，以及如何与其他治疗方法相结合，

以提高中医药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5.5. 重汤温服 

王十朋集注引赵次公曰：“于鼎釜水中，更以器盛水而煮，谓之重汤。”指隔水蒸煮时，用盛有药

汤的器具坐放在大盆里的滚汤里，能使药汤久留热气。治脾胃虚弱、脏腑不调之重汤丸，服法“方一丸，

用一盏水合，重汤沸后空心服”。吴瑭用重汤法解决临床诸多不便。《温病条辨》中的 4 首方剂使用了

这种服法，即五汁饮，露姜饮，牛乳饮和局方至宝丹。局方到宝丹由“用安息重汤炖之，与诸药作丸百

粒、蜡护之”配制而成，安息香属树脂药，脆嫩脆弱，常成团块。《本草纲目》[19]中记载：“叶廷珪《香

谱》云，此乃树脂，形色类胡桃瓤，不宜于烧，而能发众香。汪机曰，或言烧之能集鼠者为真。”另有

《本经逢原》言：“修制最忌经火”。安息香以重汤煨之，便较好地解决了不宜烧食、最忌经火之症。五

汁饮由梨、荸荠、鲜苇根、麦冬和藕的汁液混合而成，牛乳饮亦是液体形态。若使用传统煎煮法，可能会

因加入清水而降低药效，因此选择隔水蒸煮，以重汤温和服用。露姜饮则通过将人参和生姜共煮后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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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吸收露水的精华，其自注中提到，露水的清肃特性对于清热而不伤阴至关重要，是该方剂发挥效

果的核心。重汤服药法能够保留露水的甘凉特性，避免改变其清热效果，因此在服用这些方剂时，重汤

法是首选。 

6. 服药方法的现代研究与应用 

随着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吴瑭在《温病条辨》中提出的服药方法和方剂已在现代医疗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并成为药理学研究的重点。现代药理学研究揭示，银翘散具有显著的抗炎和抗病毒特性，能有

效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缓解炎症反应[8]。白虎汤的退热效果也得到了科学验证，其成分如知母和石膏，

已被证实具有降低体温和清热泻火的功效[9]。六味地黄丸在治疗阴虚火旺引起的疾病中，显示出了良好

的滋阴降火效果[20]。 
在临床实践中，医家们根据《温病条辨》的服药原则，并结合现代病理学的特点，创新性地应用这

些方剂。例如，在流感治疗中，医家们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灵活地运用银翘散等方剂，取得了积极的

治疗效果[9]。在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治疗中，六味地黄丸的应用也显示出了改善症状和调节血糖水平的

潜力[20]。 
尽管《温病条辨》的服药方法在现代应用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研究上的不足。目前，

对于如何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和体质，更精确地调整服药剂量和频率，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此外，对

于《温病条辨》中提到的煎煮方法、服药时间等具体服药细节，现代临床研究尚需深入。更重要的是，如

何将《温病条辨》的古老智慧与现代医学理论相结合，以适应现代疾病谱的演变，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

探讨的问题。未来的研究需要在这些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期实现中医药在现代医疗中的更广泛应

用和药理学上的进一步发展。 

7. 讨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温病条辨》中关于方剂服用方法的论述及其临床应用的重要性。方剂的服用策略，

包括服用时机与方法，是决定疗效的至关重要的因素[21]。历代医家基于丰富的临床经验，发展了一套完

整的用药规则，对方剂的服用方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这是确保治疗效果的关键环节。《伤寒论》

作为一部融合了医学理论、治疗方法和方剂的经典著作，对方剂的服用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其深刻见

解值得进一步研究[22]。徐大椿指出，疾病的治愈不仅取决于方剂是否适合病情，更在于服用方法是否得

当；若服用方法不当，不仅无法取得治疗效果，反而可能带来害处，这一点医者必须明晰[23]。 
吴瑭在《温病条辨》中特别强调了煎药和服用方法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医学界并非总是得到足够的

重视。他认识到，如果煎煮和服用方法不合理，即便是精心设计的方剂也无法发挥最佳疗效。吴瑭在继

承张仲景和叶天士的医学理念及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发展了三焦辨证理论，进一

步完善了温病的辨证体系。他在著作中对方剂的煎煮、服用方法、药物剂量和剂型的详细描述，为临床

用药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提供了《温病条辨》服药方法的现代应用的全面分析，

特别是在个体化治疗和临床效果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一些现代研究一致，这些研究也强调了传统中

医方剂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潜力。 

8. 结论与展望 

本文深入分析了《温病条辨》所提出的服药策略及其在现代中医治疗温病中的重要性。吴瑭创立的

三焦辨证法，连同其治疗原则，如上焦的解表、中焦的泻火、下焦的滋阴等，在现代中医临床中不仅具

有重要的理论地位，而且得到了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广泛支持。例如，银翘散和白虎汤等经典方剂在消炎、

降温和调节免疫方面的疗效已被多项研究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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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论在于，它系统性地整合了《温病条辨》中的治疗原则和服药方法，并将其与现代临床实

践及药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医温病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此

外，本文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突出了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和体质调整治疗方案的必要性。 
尽管本文提供了《温病条辨》服药方法的现代应用的全面分析，但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的局限性可

能影响了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广泛的患者群体中进行，以验证这些结论。未来的研究应

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首先，对方剂的药理作用和分子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其

作用机理；其次，开展更多针对个体化治疗方案的临床研究，以优化药物剂量和用药时间，从而提升治

疗效果；最后，探索《温病条辨》理论与现代医学的融合点，推动中西医结合，扩大中医药在治疗多种疾

病中的应用范围。通过这些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温病条辨》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价值，为全球健康

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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