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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生总论》是清代王梅在明代张时彻旧作《摄

生众妙方》的基础上增补一卷刊刻而成的一部方

书，前者比后者除多出第一卷外，其分类、内容均与

后者相同，故有学者认为《摄生总论》为“明张时彻

撰，清王梅补刻”[1]。明代张时彻官拜南京兵部尚书，

因其自幼多病，故每见愈病之方，辄录而藏之，乃成

《摄生众妙方》。《摄生总论》与《摄生众妙方》二书

补养门所录方剂并无明显出入。《摄生总论》补养门

载方76首，所载方剂数量相对较多，且具有较高的

研究价值。本文对该书补养门方剂的组方规律及特

点作出评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补益养生方剂的组

方思路。

1 补肾健脾，固本培元，重视滋阴养血

1.1  注重益肾健脾  肾者，水火之脏，为先天之本；

脾者，土脏，乃后天之本。《黄帝内经》有“肾藏衰，

形体皆极，则齿发去”的记载，张景岳云：“土为万

物之源，气为养生之本……是以养生家必以脾胃为

先。”脾肾两脏与衰老关系密切，大凡补养方药多须

调此二脏，是以固本培元为养生延龄方剂所遵之大

法。《摄生总论·补养门》方剂中，多数方剂都配伍

以健脾益肾，如生精健脾二至丸、十补丸、白术膏、人

参膏、茯苓膏等。其中所用归脾经的补益中药有黄

芪、白术等；归肾经的补益中药有杜仲、巴戟天等；归

脾肾二经的补益中药有人参、白茯苓、菟丝子、补骨

脂、山药等。现代研究认为，脾虚肾虚与衰老关系密

切，而健脾益肾的补养方剂可以从抗自由基、提高机

体免疫力等方面延缓衰老[2-3]。

1.2  养血滋阴为要  《黄帝内经》载：“阴平阳秘，精

神乃治”，又载有“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摄生总

论》特别着重补益方剂中对滋阴养血药的应用，这

一点在该书补养门中体现尤为明显，几乎每首补益

方剂都配以滋阴中药。其中麦冬、天冬、枸杞子、生

地黄、熟地黄、何首乌、龟板、当归等益阴、养血中药

运用较多。辟如人参固本丸（天冬、麦冬、生地黄、

熟地黄、人参）、乌须固本丸（何首乌、黄精、生地、熟

地、天冬、麦冬、白茯苓、赤茯苓、片术、人参、五加

皮、巨胜子、柏子仁、核桃仁、松子仁、西枸杞）、枸杞

子丸（枸杞子、熟地、生地、天冬、麦冬、当归、白芍

药、锁阳、黄柏）等方剂更是重用滋阴养血之品。中

医认为，阴虚是瘀血痰生的重要病理基础，与机体衰

老密切相关[4]。滋阴之法可以从提高免疫力、益智、

抗氧化、调节血糖、提高应激能力等诸多方面起到延

缓衰老的作用[5]。该书补养门中出现较多的滋阴中

药如麦冬能通过抗自由基、增加血液循环起到抗衰

老作用，且有抗肿瘤、耐缺氧抗疲劳的作用[6]。《本经》

载之：“久服轻身，不老不饥。”熟地黄也具有抗衰老

抗氧化、抗突变及抑肿瘤、增强记忆力、促进造血及

抗疲劳等药理作用[7]。

2 补敛兼施，适当配伍收敛固涩之品

虚者正气虚损，易伴气、血、津、精耗散。《素

问·至真要大论》载“散者收之”之法可为补养之剂

所用。《摄生总论》补养门所载丹溪加味虎潜丸、滋

阴大补丸、延寿方等多方均于诸多补益药中配伍“摄

肾气而固真阴”之五味子；二八通玄丹（黄连、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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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摄生总论》补养门中方剂的配伍特点、用药规律及其组方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探析，认为该书补养门方剂

体现了补肾健脾、养血滋阴的大法；在治法特点上补涩兼施，补中寓清，心肾同调；在用药上，善用风药及安神宁心之品；同

时注意因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灵活加减，化裁组方。其组方思路对补养作用方剂制方及补养方剂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具

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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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生地、乌梅）则在益阴养血药间配以酸收之乌

梅。十珍汤则是在大队健脾补气，滋阴养血药基础

上辅以龙骨、牡蛎。加味补阴丸、神仙延寿丹等均于

滋阴补气等药间助以酸涩之山茱萸以增固精强阴之

力。再如金樱膏、水陆二仙膏则取金樱子之温涩之

用以涩精气。研究证实五味子水提取液对衰老模型

细胞具有明显的神经保护作用[8]。金樱子多糖可以

通过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及直接清除自由基等来发

挥其延缓衰老的作用[9]。《本经逢原》载山茱萸：“补

肾气，兴阳道，坚阴茎，添精髓。”山茱萸多糖被证实

具有免疫增强、抗衰老、抗氧化、增强学习记忆能力

等作用[10]。

3 补中寓清，酌加泻火清热药味 
火热为阳邪，阳胜则阴病，损伤津液；壮火食气，

消耗元气。故养生家应注重清热泻火的重要性。热

者寒之，温者清之。中医“治未病”思想，对于具体

“清法”来说，可体现于实热或虚热体质的弱势人群

上“清法”的运用[11]。补养门中载二八通玄丹，由黄

连八两、当归身五钱、白芍药五钱、生地黄五钱、乌梅

肉五钱组成，载其“厚肠胃、泻大肠火，益气补虚，久

服能令人肌肤润、须鬓黑”。方中以大苦大寒之黄连

重用为君，配以滋阴养血之品，清补兼用。另有鹿肝

丸在滋阴之品中配以黄连、甘菊花等，以清热、泻火，

寓清于补之中。庆世丹亦于滋阴壮阳之药中配以

甘、苦、微寒之菊花和甘寒之地骨皮以助除热存阴之

力。现代研究认为，菊花具有抗炎、抗菌、抗诱变和

抗肿瘤作用[12]。《本经》载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

耐老延年。”地骨皮也被认为具有抗自由基和免疫调

节作用[13]。

4 心肾同调，配伍宁心安神之药

欲补肾者必先宁心。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方能

使机体阴阳调和而却病。《摄生总论》中载“夫心属

火、肾属水，水火升降，五脏俱实，百病不生”，并载

有坎离丸、加味坎离丸、封髓丹、神仙既济丹等“降

心火、益肾水”之方剂。其善用远志、石菖蒲、茯神

等宁心安神之品。庆世丹、神仙训老丸、长生保命

丹等方剂亦可见宁心安神之诸药。该书载服长生保

命丹可“百日能记万古言”。丁甘仁谓远志能“水火

并补”，言石菖蒲为“心脾之良药”。现代研究认为

远志皂苷具有抗衰老及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14]。远

志-石菖蒲药对具有治疗失眠、增强记忆力、治疗抑

郁和延缓衰老等作用[15]。有学者认为在防老抗衰延

年中，应以心肾为纲，在调治上应以补肾养心化瘀为

治则[16]。

5 亦散亦补，善用升发疏散之品

风为百病之长，且体质虚衰之人极易生内风。

风药发散升阳，有助补药散精调气之功。是以补养

方剂中配伍风药恰得其当。《删补名医方论》述：“羌、

防辈为散，不知佐于参、耆中，即为补中升也，近世之

医，一见羌、防辈即曰：发散不可轻用，亦不审佐于何

药之中，皆因读书未明，不知造化别有妙理耳。”《摄

生总论》补养门延龄聚宝丹中便配以防风、天麻、白

蒺藜等药。补养门中另有保真膏由天冬、麦冬、远

志、谷精草、熟地、生地、附子、小茴香、大茴香、羌

活、木鳖子、独活等药组成，既可“存精通气”，又可

疗“风湿、肚疼、痞块”。《千金方衍义》亦载有“补髓

而用羌活之走督脉”。现代药理研究也已证明羌活、

独活具有抗衰老、增强记忆能力的作用[17-18]。

6 灵活化裁，施治因人、因时而异

《摄生总论·补养门》亦体现出了制方因人而异，

加减变通的特点。如十补丸中载：“年五十以下者用

枳壳，以上者用香附子”，可见其因服用者年龄体质不

同而灵活变通的思想。另有大造丸中载：“冬月用酒，

夏月加五味子五钱。妇人加当归二两，去龟板。男子

遗精、妇人带下，加牡蛎一两五钱。一云：男子亦加

当归。”由上可见本书因服用者性别、病情巧妙加减

化裁方剂的思路。另一方面体现了四时养生的思想，

冬月用酒以“去寒就温”，夏月加五味子敛气滋阴。

7 讨论

《摄生总论》补养门方剂制方手段多元，组方特

点鲜明。笔者认为，其于补养之品中适当配伍固涩

收敛药、清热药、宁心安神药、风药等方法，对于临床

补养方剂制方思路的拓宽及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的

启迪大有益处。当今社会，随着生活方式和生活环

境的变化，人们更加注重平时对身体的调养，对于补

养作用方剂的研究也随着这一需求更加迫切。中华

文化历史悠久，有许多像《摄生总论》这样的优秀中

医古籍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研究，这些古籍所带

给我们的启迪必将造福人类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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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痤疮（acne  vulgaris）是临床常见的慢性炎

症性毛囊皮脂腺疾病，以丘疹、脓疱、囊肿、结节为

主要临床表现，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组估计痤疮的人

群发病率可以达到9.4%[1]。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80%~90%的青少年患过寻常痤疮[2]。在我国寻常痤

疮的患病率为45.6%，且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态势[3]。

痤疮可导致炎症后色素沉着和永久性瘢痕[4]，甚至产

生行为和心理上的影响，严重者可致毁容[5]。辨证论

治是中医的基本特点，探求寻常痤疮中医证候规律

能够为中医药治疗提供较全面的指导作用。现将近

10年来寻常痤疮中医证候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1 寻常痤疮中医证候分布规律

笔者观察总结近5年的文献发现，寻常痤疮中

医证型主要分为：肺经风热、肠胃湿热、痰瘀互结、

寻常痤疮的中医证候研究进展

张天博 1 白彦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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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基本特点，探求寻常痤疮中医证候规律能够为中医药治疗提供较全面的指导作用。近年

来关于寻常痤疮中医证候分布规律及其中医证型与体质、病情严重程度、地域差异、皮损特征、用药规律、性激素、免疫指

标等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丰富了证候信息的内容，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今后可以更多地从激素水平、

免疫指标、基因层面寻找与证候的关联性，挖掘潜在的生物学基础，发现其中的规律。采用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相结合的

方法，以统计学方法为依据，对证型分布特点、关联指标等进行分析，从多个层面探讨疾病信息与寻常痤疮中医证候的相

关性规律，对诊断标准进行优化，以此提高诊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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