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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换算率

一、本书所载常用中药,除处方规定用“生”“鲜”的以外,均以

采用加工炮炙品为宜,特别是毒性较大的药物,如乌头、附子、天
南星、半夏等,必须进行加工炮炙,以减少毒性,保证安全。

二、本书选方中有的需要临时加工的,说明如下:
(1)焙:是将药物置锅内、瓦罐内或瓦片上,用文火加热缓缓

烘干,焙时火力宜小,避免将药烘焦。
(2)烧存性(煅存性):是将植物或动物药加热至焦化呈黑褐

色,中心部分尚存留一点深黄色叫做“存性”,千万不能将药烧成

白灰,以致失去药效。
(3)煅:如将石膏、硼砂、明矾等药置于锅内或瓦罐中加热,使

药物所含结晶水挥发净尽,呈乳白色,取出研细。
(4)醋淬:如花蕊石置炭火上烧至通红,立即投入醋中,花蕊

石即很快裂成小块,醋淬之后,比较容易研成粉末。
三、由于历代度量衡制度的改变和地区的不同,所以古今用

量差别很大,计量单位的名称亦不一致。古秤(汉制)以铢、分、
两、斤计算,即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及至宋

代,遂为两、钱、分、厘之目,即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钱,十钱为一

两,十六两为一斤。元、明以及清代沿用宋制,很少变易。故宋、
明、清之方,凡言分者,均是厘之分,不同于古之二钱半为一分之

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

可也。”现在从其说,汉之一两,可用3g。



古方容量,有斛、斗、升、合、勺之名,均以十进制,即十勺为一

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如何折算重量,宋·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记载:“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毕称

五两为正;蜀椒一升者,三两为正;吴茱萸一升者,五两为正。”依
据药物质地的轻重,一升为三至九两。至于量散剂尚有刀圭、方
寸匕、一字等名称,所谓方寸匕者,即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

为度。刀圭,即方寸匕的十分之一。钱匕者,取以汉五铢钱抄取

药末,亦以不落为度。一字,即以开元通宝钱币(币上有开元通宝

4字分列四周)抄取药末填去一字之量。其中一方寸匕药散合五

至八分(今用2~3g);一钱匕药散合三至五分(今用1~2g)。另

外,丸剂的大小、数量,有弹丸大、梧桐子大,以至麻子大等,如1
鸡蛋黄=1弹丸=40梧桐子=80粒大豆=160粒小豆=480粒大

麻子=1440粒小麻子(古称细麻,即胡麻)。
古今医家对古代方剂用量,虽曾作了很多考证,但至今仍未

作出结论。但汉、晋时期的衡量肯定比现在为小,且用法亦不相

同。仲景之方每剂只作一煎,多数分3次服用,今则每剂作两煎,
分2~3次服,所以其用量差别较大。本书对古方仍录其原来的

用量,主要是作为理解古方的配伍意义、组方特点以及临证用药

配伍比例的参考。在临床应用时,须参考《中药学》和近代各家医

案所用剂量,并随地区、气候、年龄、体质及病情需要来决定。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从1979年1月1日起,全国中医处方用

药计量的单位一律采用以“g(克)”为单位的公制。兹附十六进制

与公制计量单位换算率如下:
一斤(16两)=0.5kg=500g;
一两=31.25g;
一钱=3.125g;
一分=0.3125g;
一厘=0.03125g。
(注:换算时尾数可以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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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国家药品管理条例规定,禁用犀角、虎骨等保护动物

材料,现临床应用中多以水牛角代犀角、牛胫骨代虎骨,量宜大。
本书大多选录自古代经典医籍,故仍保留犀角、虎骨等中药。

古汉语注释

1.铫子:一种有柄的小铁锅。

2. :古时的一种炮制方法,包含炙与烧的意思。

3.熬:即炒。

4.脬:指猪尿胞。

5.苦酒:即醋。

6. :铁制的平圆、中心稍凸、下有三足的一种铬饼器。

7.炮:《广韵》释“炮”字:“裹物烧也”。是指将药物裹物埋在

灰火中炮熟。现代是指高温将药物炮起炮脆,如炮姜、炮甲珠等。

8.煨:通常是指将药物埋在余烬的炭灰中慢慢煨热,如煨天

麻、煨姜。古方还用面裹煨、黄泥裹煨。

9.铛:古时一种平底铁锅。

10.泡:通常是指将药物置热汤,泡去烈性或毒性,如吴茱萸

等。

11.炙:通常是指将药置于微火中烤至变色或香熟。后来发

展有涂抹辅料再炙的,如蜜炙、酥炙、姜汁炙等。

12.泔:即淘米水。

13.杨柳上大乌壳硬虫……:系指蜣螂与独角仙,两者均可入

药。

14.钱匕:古代量药器具。匕,即匙,一钱匕约合五分六厘。

15.煿:为使火烧物,烤干的意思,包括火烧石煿干、新瓦上煿

得通赤等。

16.一字:称一字者,即以开元通宝钱币(币上有“开元通宝”
四字)抄取药末,填去一字之量。

17.一伏时:泛指一昼夜。



18.百合病:是指张仲景用百合知母等四个方剂治百合病。

19.浆水:《炮炙大法》释之曰:“浆酢也,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

五六日,味酢生白花色类浆,故名。”

20.腊水:指腊月雪水。《本草衍义》曰:“用腊水制药,协理热

毒,并可久藏不败不蛀。”

21. :即蒸饼。 (音堆),蒸饼的别称; (音甲),饼也。

22.镒:一镒等于二十两(十六两为一斤)。

23. :《纲目》指作“枝”。

24.六一泥:即蚯蚓粪。

25.砂铫:即砂锅。

26.分:古制一分为二钱半。

27.升:古代量药器具。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净称五两为

正。

28.半天河水:一名上池水。系指竹篱头水及空树穴中水。

29.井华水:《儒门事亲》释之曰:“将旦首汲日井华。”即清晨

最先汲取的井泉水。

30.东流水:《本草衍义》曰:“东流水取其性顺、疾速通膈下关

也。”

31. 咀:系指中药饮片无铁器时代,用口将药物咬成豆粒许

大,称“ 咀。”

32.合:古时容器。十合为一升。

33.酢浆洎:系指用酢浆科植物酢浆草同置于容器中浸。此

草清热利湿,凉血散瘀,消肿解毒。

34. 水:指蒸饭之水。

35. 香:《药性解》作“脐香,乃捕得杀取者”。

36.酢酒:即米醋。

37.箅:是蒸饭甑底的席垫子,蒸饭甑底有孔,用箅垫之,则米

不漏。
书中方剂摘录书名为简化名:



《圣惠方》———《太平圣惠方》
《和剂局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直指方》———《仁斋直指方》
《三因方》———《三因极一病症方论》
《得效方》———《世医得效方》
《拔萃方》———《济生拔萃方》
《袖珍方》———《袖珍方大全》
《瑞竹堂方》———《瑞竹堂经验方》



本书是中医专病方剂系列丛书之一,将妊娠病相关的方剂编

排而成。书中方剂以笔画排列为序,以便于查找,每个方剂都列

明出处、主治、处方和用法,在附录中较翔实地介绍了妊娠病的诸

多医案、医话,以加深读者对方剂的记忆和理解。全书出处经典,
言简意赅,实用性强,便于携带。适合基层医务工作者和中医初

学者及中医药院校在校生学习参考。



方剂学的发展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仅从晋、唐至今已达

1950种。先秦时期,复方产生,代表作《五十二病方》使方剂临床

运用初具规模。两汉时期,方剂形成和奠基,主要著作有《黄帝内

经》《伤寒杂病论》,其中《伤寒杂病论》将辨证论治,方中寓法,融
理法方药于一体,剂型丰富,是方书之祖。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

实用,略于理论,如《肘后备急方》简便廉效。隋唐时期,大部头方

剂著作出现,《千金方》载方7500多首,开创病证类方,首创妇、儿
类方。宋元时期,方剂学全面发展,代表著作《太平圣惠方》载方

16843首,《圣剂总录》载方20000首。这是对宋以前方剂的总结。
还有《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是政府编制的药典。金元时期,临床专

科方剂著作问世,以金元四大家著作为代表,还有钱乙的《小儿药

证直诀》,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明清时期,方药共荣,由博

返约。其中《普济方》载方61739首,载方之巨,历史之最,是我国

现存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专病专方病证结合的有,清·王清任

的《医林改错》,主要针对瘀血病证。清·吴瑭的《温病条辨》,主
要针对温热病证。《景岳全书》创“八阵”分类法。方剂著作的发

展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经典著作。
近现代时期,方剂著作主要是继承整理与现代研究。方剂

工具以《中医方剂大辞典》为杰出代表。但是,随着临床诊治的

需要,适合现代专病治疗参考的方剂都散在于经典著作之中,专
科临床医师查找不便。为了让专科专病医师更加方便快捷地查

找专病专方,特组织编写《中医专病方剂系列丛书》这套方剂著

作。



本套图书的特点:以经典专病的形式把经典疾病的治疗用方

全部整理在一起。证治方剂按笔画顺序排列,让读者更加方便地

查找方剂。在目录上每个方剂后注明该方剂的主治,方便临床查

找方剂。本书为了更加切合临床,在每个分册后面增加了有关医

论医话。本套方剂系列丛书内容简练且全面,适用于临床医师、
在校学生及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

编 者

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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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治方剂 /1

一画至二画

一母丸 《管见大全良方》/1
二珍散 《简易方》/1
二香散 《妇人大全良方》一 /1
二黄散 《袖珍方》/2
二黄汤 《医林方》/2
人参汤 《圣济总录》一 /2
人参汤 《圣济总录》一 /2
人参汤 《圣济总录》一 /2
人参汤 《圣济总录》一 /3
人参汤 《圣济总录》二 /3
人参汤 《圣济总录》二 /3
人参汤 《圣济总录》二 /3
人参汤 《圣济总录》二 /4
人参汤 《圣济总录》二 /4
人参饮 《圣济总录》一 /4
人参饮 《圣济总录》一 /5
人参饮 《圣济总录》二 /5
人参饮 《产宝》/5
人参饮子 《圣惠方》二 /5

人参饮子 《圣惠方》二 /6
人参散 《圣惠方》一 /6
人参散 《圣惠方》二 /6
人参散 《圣惠方》二 /6
人参散 《圣惠方》二 /7
人参散 《圣惠方》二 /7
人参散 《圣惠方》二 /7
人参散 《圣惠方》二 /8
人参散 《圣惠方》二 /8
人参散 《圣惠方》二 /8
人参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8
人参散 《圣济总录》二 /9
人参散 《圣济总录》二 /9
人参散 《圣济总录》二 /9
人参散 《袖珍方》/9
人参散 《永类钤方》/10
人参丸 《圣惠方》二 /10
人参丸 《妇人大全良方》一 /10
人参丸 《圣济总录》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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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雌鸡汤 《圣惠方》二 /11
人参丁香散 《管见大全良方》/11
人参橘皮汤 《妇人大全良方》一/11
人参黄芪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12
丁香散 《圣济总录》二 /12
丁香散 《圣济总录》二 /12
丁香散 《圣惠方》二 /12

丁香半夏汤 《圣济总录》二 /13
七宝汤 《圣济总录》二 /13
七宝散 《拔粹方》/13
七宝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14
七物饮 《圣济总录》二 /14
八味丸 《妇人大全良方》二 /14
八正散 《得效方》/14

三画

干姜人参半夏丸 《金匮方》/15
干姜散 《圣济总录》二 /15
干姜丸 《圣济总录》二 /15
干地黄散 《圣惠方》二 /15
干地黄散 《圣惠方》二 /16
干地黄散 《圣惠方》二 /16
干地黄汤 《圣济总录》二 /16
干地黄丸 《圣惠方》二 /16
千金丸 《千金方》/17
马通汤 《千金方》/17
马兜铃散 《圣惠方》二 /17
川芎散 《简易方》/18
川芎散 《胎产救急方》/18
川芎黄芪汤 《胎产救急方》/18
大安散 《圣济总录》一 /18
大安散 《永类钤方》/18
大腹皮散 《永类钤方》/19
大腹皮散 《圣惠方》一 /19
大腹皮散 《圣惠方》二 /19

大腹皮散 《严氏济生方》/19
大地黄丸 《妇人大全良方》一 /20
大黄饮子 《妇人大全良方》二 /20
大黄饮子 《袖珍方》/20
大黄汤 《圣济总录》二 /20
大黄散 《圣惠方》二 /21
大枣汤 《妇人大全良方》二 /21
大圣茯苓散 《得效方》/21
大宁散 《卫生宝鉴》/21
大腹汤 《圣济总录》一 /22
大腹汤 《圣济总录》二 /22
大腹皮饮 《圣济总录》二 /22
下气汤 《妇人大全良方》一 /23
万生丸子 《川玉集》/23
小豆饮 《寿亲养老书》/23
小地黄丸 《和剂局方》/23
小艾叶汤 《圣济总录》一 /24
山芋面 《寿亲养老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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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画

丹参膏 《千金方》/24
丹参散 《圣惠方》一 /25
丹砂沉香丸 《圣济总录》二 /25
丹鸡索饼 《食医心鉴》/25
木防己散 《圣惠方》一 /25
木通汤 《圣济总录》二 /26
木通汤 《圣济总录》二 /26
木通汤 《圣济总录》二 /26
木通丸 《圣济总录》二 /26
木通饮 《圣济总录》二 /27
木香丸 《永类钤方》/27
木香丸 《本事方》/27
木香丸 《得效方》/27
木香丸 《圣济总录》二 /27
木香丸 《圣济总录》二 /28
木香散 《圣济总录》二 /28
木香散 《圣济总录》二 /28
木香和脾饮 《圣济总录》二 /28
木瓜煎 《妇人大全良方》二 /29
天麻散 《圣惠方》一 /29
天麻散 《圣惠方》一 /29

天南星丸 《圣济总录》二 /30
乌犀角丸 《圣惠方》一 /30
乌犀角丸 《圣惠方》一 /30
乌金煎 《圣惠方》一 /31
乌梅散 《圣惠方》二 /31
乌贼鱼骨散 《圣济总录》一 /31
升麻散 《圣惠方》一 /31
升麻散 《圣惠方》一 /32
升麻散 《圣惠方》二 /32
升麻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32
升麻六物汤 《无求子活人书》/33
贝母散 《圣惠方》二 /33
牛膝汤 《圣惠方》二 /33
六物汤 《朱氏集验方》/33
六物汤 《澹寮方》/34
五皮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34
内补丸 《得效方》/34
火龙散 《卫生宝鉴》/34
车前子汤 《圣济总录》二 /35
车钍酒 《食医心鉴》/35

五画

甘草散 《圣惠方》二 /35
甘草汤 《圣济总录》一 /35
甘遂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36
龙骨散 《圣惠方》二 /36

龙骨散 《袖珍方》/36
龙骨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36
艾叶汤 《圣济总录》二 /37
艾叶汤 《得效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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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汤 《圣济总录》一 /37
艾叶汤 《圣济总录》一 /37
艾叶汤 《圣济总录》一 /38
艾叶丸 《圣济总录》二 /38
艾叶饮 《圣济总录》二 /38
艾叶饮 《圣济总录》一 /38
艾叶散 《圣惠方》二 /39
艾叶散 《圣惠方》二 /39
艾叶散 《圣惠方》二 /39
艾胶汤 《圣济总录》一 /39
石蟹散 《圣济总录》二 /40
石韦汤 《圣济总录》二 /40
石膏散 《圣惠方》一 /40
石榴皮散 《圣惠方》二 /40
白术散 《金匮方》/40
白术散 《圣惠方》一 /41
白术散 《圣惠方》二 /41
白术散 《圣惠方》二 /41
白术散 《圣惠方》二 /42
白术散 《圣惠方》二 /42
白术散 《圣惠方》二 /42
白术散 《圣惠方》二 /42
白术散 《王岳产书》/43
白术散 《无求子活人书》/43
白术散 《管见大全良方》/43
白术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43
白术散 《澹寮方》/44
白术散 《圣济总录》二 /44
白术散 《圣济总录》二 /44

白术散 《圣济总录》二 /44
白术散 《永类钤方》/45
白术枳壳丸 《医林方》/45
白僵蚕散 《圣惠方》一 /45
白术酒 《圣惠方》一 /45
白术酒 《圣惠方》一 /46
白豆蔻散 《圣惠方》二 /46
白豆蔻散 《圣惠方》二 /46
白豆蔻丸 《圣济总录》二 /47
白豆蔻汤 《圣济总录》二 /47
白术汤 《圣济总录》二 /47
白术汤 《圣惠方》二 /48
白术汤 《三法六门》/48
白术汤 《宣明论》/48
白术汤 《妇人大全良方》一 /48
白术汤 《圣济总录》一 /48
白术汤 《圣济总录》二 /49
白术汤 《圣济总录》二 /49
白术汤 《圣济总录》二 /49
白术当归汤 《圣济总录》一 /50
白术丸 《妇人大全良方》一 /50
白术丸 《圣济总录》一 /50
白胶散 《圣惠方》二 /50
白芷散 《圣济总录》二 /51
白薇丸 《圣济总录》二 /51
半夏茯苓汤 《千金方》/51
半夏散 《圣惠方》一 /52
半夏散 《圣惠方》二 /52
半夏散 《圣惠方》二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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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散 《圣惠方》二 /53
半夏饮子 《圣惠方》二 /53
半夏饮 《圣济总录》一 /53
半夏汤 《圣济总录》一 /54
半夏汤 《圣济总录》一 /54
半夏丸 《圣惠方》二 /54
生犀角散 《圣惠方》一 /54
生苎根散 《圣惠方》二 /55
生银汤 《圣济总录》一 /55
生姜散 《圣济总录》二 /55
生地黄汤 《圣济总录》二 /55
立效散 《妇人大全良方》一 /56
立效散 《拔粹方》/56
冬葵子散 《圣惠方》二 /56

冬葵子散 《严氏济生方》/56
冬葵子散 《圣济总录》二 /57
冬葵子汤 《圣济总录》二 /57
冬葵根汤 《圣济总录》二 /57
冬葵根汁 《圣济总录》二 /57
汉防己散 《圣惠方》二 /57
加减四物汤 《无求子活人书》/58
加味二陈汤 《得效方》/58
四七汤 《简易方》/58
四味葵根汤 《圣济总录》二 /59
归原散 《拔粹方》/59
失笑散 《袖珍方》/59
瓜蒌子散 《圣惠方》二 /59

六画

夺命丸 《妇人大全良方》一 /60
百合散 《圣惠方》一 /60
百合散 《圣惠方》二 /60
百合散 《圣惠方》二 /60
当归芍药散 《金匮方》/61
当归散 《金匮方》/61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1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1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2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2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2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2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3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3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3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4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4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4
当归散 《圣惠方》二 /64
当归散 《妇人大全良方》一 /65
当归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65
当归散 《圣济总录》一 /65
当归散 《圣济总录》一 /65
当归散 《圣济总录》一 /66
当归汤 《圣济总录》一 /66
当归汤 《圣济总录》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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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汤 《圣济总录》二 /66
当归汤 《圣济总录》二 /67
当归汤 《圣济总录》二 /67
当归汤 《袖珍方》/67
当归汤 《圣济总录》一 /67
当归汤 《圣济总录》一 /68
当归饮 《圣济总录》一 /68
当归饮 《圣济总录》一 /68
当归饮 《圣济总录》一 /68
当归饮 《妇人大全良方》一 /69
当归饮子 《圣惠方》二 /69
当归饮子 《圣惠方》二 /69
当归茯苓散 《妇人大全良方》二 /69
当归阿胶散 《圣济总录》一 /70
竹沥汤 《千金方》/70
竹沥汤 《圣济总录》二 /70
竹沥汤 《徐氏胎产方》/70
竹沥粥 《食医心鉴》/71
竹沥饮子 《圣惠方》一 /71
竹茹散 《圣惠方》二 /71
竹茹散 《圣惠方》二 /71
竹茹汤 《和剂局方》/71
竹茹汤 《得效方》/72
竹茹汤 《医方集成》/72
竹茹汤 《经验良方》/72
竹叶汤 《三因方》/72
竹茹寄生汤 《圣济总录》一 /73
防风散 《圣惠方》一 /73
防风散 《圣惠方》一 /73

防己汤 《妇人大全良方》二 /74
防己汤 《圣济总录》二 /74
防己汤 《永类钤方》/74
芎 散 《圣惠方》一 /74
芎 散 《圣惠方》一 /75
芎 散 《圣惠方》二 /75
芎 散 《圣惠方》二 /75
芎 散 《圣惠方》二 /75
芎 散 《朱氏集验方》/76
芎 散 《圣济总录》一 /76
芎 散 《圣济总录》二 /76
芎 散 《圣济总录》二 /76
芎 散 《圣济总录》二 /77
芎 汤 《拔粹方》/77
芎 汤 《圣济总录》一 /77
芎 汤 《圣济总录》一 /77
芎 汤 《圣济总录》一 /77
芎 汤 《圣济总录》二 /78
芎 汤 《圣济总录》二 /78
芎 饮子 《圣惠方》二 /78
芎 饮 《圣济总录》一 /78
芎 补中汤 《严氏济生方》/79
芎归汤 《徐氏胎产方》/79
芎归葱白汤 《胎产救急方》/79
芎归胶艾汤 《胎产救急方》/79
芎归阿胶汤 《胎产救急方》/80
芎归人参散 《胎产救急方》/80
芎归寄生散 《胎产救急方》/80
地骨皮散 《圣惠方》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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