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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药是指在采收药用部位后，经净制即进行

使用的“原生中药”，主要包括新鲜植物类中草药

及鲜活的动物类药材。鲜药在中医临床中的应用

历史悠久，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治

病的特色之一。早在《神农本草经》中某些中药就

有“生者尤良”的记载。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中

药的有效成分在鲜品中保存得更加完整、充分，而

干品在晾晒、干燥、炮制等过程中会失去或改变部

分药性。鲜药含有大量的汁液、丰富的天然活性

物质成分、挥发性芳香物质，对于防治某些疾病，

特别是温病，具有干药力不能及的独到作用。吴

鞠通作为温病四大家之一，其秉承叶天士之学术

思想，精于辨治温病，并创立了三焦辨证理论，对

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温病条辨》《吴

鞠通医案》等著作存留于后世。吴鞠通临床重视

鲜药的应用，其所创清络饮、五汁饮等名方更是皆

以鲜药组成。本文选取了吴鞠通《温病条辨》《吴

鞠通医案》两本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鲜药，探究吴

鞠通对鲜药的应用规律与特色，以期更好地指导

鲜药的临床应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  选用第5版《中华医典》中收载的

《温病条辨》《吴鞠通医案》作为文献来源。

1.2  资料筛选  选取带有“鲜”“汁”“露”等关键词

的中药进行筛选，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中药大辞典》（第二版）、《鲜药的研究与应用》

（第二版）及相关文献，考证是否为鲜药并规范用名，

同一味中药使用部位不同或方法不同的，视为不同

药物。筛选出吴鞠通有关鲜药的论述与医案，建立

条文、医案数据库和鲜药数据库。

1.3  分析方法  运用Excel软件对鲜药使用频次和

鲜药的四气、五味、归经进行描述和统计。

2 结果

2.1  吴鞠通使用的鲜药种类、频次分析  《吴鞠通医

案》《温病条辨》中记载的鲜药种类有21种，包括生

姜、生鸡子黄、鲜苇根汁、鲜扁豆花、鲜扁豆皮、鲜荷

叶边、鲜银花、鲜竹叶心、梨汁、荸荠汁、麦冬汁、藕

汁、荷叶汁、姜汁、猪胆汁、枳实汁、木香汁、银花露、

韭白汁、蔗汁、鲜竹叶。鲜药使用频次共计275次，

使用频次排名前6位的鲜药为生姜、姜汁、鲜荷叶、

鲜芦根汁、梨汁、韭白汁，见表1。

表1  吴鞠通鲜药使用频次排名前6位的药物及频次

序号 药名 频次/次 频率/%

1 生姜 170 61.82

2 姜汁 36 13.09

3 鲜荷叶 17 6.18

4 鲜芦根汁 16 5.82

5 梨汁 6 2.18

6 韭白汁 6 2.18

2.2  吴鞠通使用鲜药治疗的病证分析  经统计，《吴

鞠通医案》中共分47种病证，其中使用鲜药的病证

达34种。全书共有医案251则，其中使用鲜药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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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数为87则。归纳此87则医案对应的病证，计算

治疗同样病证中使用鲜药的医案数占比，排名前10

位的病证为暑温、伏暑、疟、吐血、痹、中燥、痰饮、虚

劳、温疫、淋浊，见表2。

表2  《吴鞠通医案》使用鲜药的医案对应病证

序号 病证 该病证总医案数/则 使用鲜药医案数/则 占比/%

1 暑温 12 9 75.00

2 伏暑 10 5 50.00

3 疟 11 5 45.45

4 吐血 10 4 40.00

5 痹 11 4 36.36

6 中燥 11 4 36.36

7 痰饮 29 10 34.48

8 虚劳 13 4 30.77

9 温疫 16 3 18.75

10 淋浊 10 1 10.00

2.3  吴鞠通使用的21种鲜药性味归经分析  21种

鲜药材按药性分类，寒性药9种（42.86%），温性药

6种（28.57%），平性药4种（19.05%），凉性药2种

（9.52%），无热性药，从药性上体现了鲜药以寒为主，

多具清热、凉润的功效特点。21种鲜药味甘13种，

味苦8种，味辛4种，味酸2种，味淡2种。21种鲜药

归经分析，归胃经的有18种，归脾经、肺经各10种，

归心经的有7种，归大肠经、肝经各4种，归肾经2

种，归胆、三焦经各1种。见图1、图2、图3。

燥、痰饮、虚劳、温疫、淋浊，见表 2。 

表 2 《吴鞠通医案》使用鲜药的医案对应病证 

序号 病证 该病证总医案数/则 使用鲜药医案数/则 占比/% 

1 暑温 12 9 75.00 

2 伏暑 10 5 50.00 

3 疟 11 5 45.45 

4 吐血 10 4 40.00 

5 痹 11 4 36.36 

6 中燥 11 4 36.36 

7 痰饮 29 10 34.48 

8 虚劳 13 4 30.77 

9 温疫 16 3 18.75 

10 淋浊 10 1 10.00 

 

2.3 吴鞠通使用鲜药的性味归经分析 21 种鲜药材按药性分类，寒性药有 9 种（42.86%），温性药 6

种（28.57%），平性药 4种（19.05%），凉性药 2种（9.52%），无热性药，从药性上体现了鲜药以

寒为主，多清热、凉润的功效特点。21 种鲜药味甘 13 种，味苦 8 种，味辛 4 种，味酸 2 种，味淡 2

种。21 种鲜药归经分析，归胃经的有 18 种，归脾经、肺经各 10 种，归心经的有 7 种，归大肠经、

肝经各 4种，归肾经 2种，归胆、三焦经各 1种。见图 3、图 4、图 5。 

 

 

图 1  21味吴鞠通使用的鲜药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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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1种吴鞠通使用的鲜药药性分析

 

图 2  21味吴鞠通使用的鲜药药味分析 

 

 

图 3 21味吴鞠通使用的鲜药归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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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1种吴鞠通使用的鲜药药味分析

 

图 2  21 味吴鞠通使用的鲜药药味分析 

 

 

图 3 21 味吴鞠通使用的鲜药归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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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1种吴鞠通使用的鲜药归经分析

2.4  吴鞠通使用鲜药的三焦对应分析  根据吴鞠通

三焦辨证理论，将温病的传变过程由浅入深，分成

上焦、中焦、下焦三个层次，上焦病变以肺、心包为

主，中焦病变以脾、胃、大肠为主，下焦病变以肝、肾

为主[1]。经统计，《温病条辨》和《吴鞠通医案》里使

用的21种鲜药多用于中、上二焦病变的治疗，见表3。

表3  吴鞠通使用鲜药的三焦对应关系

三焦 鲜药

上焦（肺、心包）
生姜、生鸡子黄、鲜苇根汁、鲜银花、鲜竹叶心、梨汁、荸荠
汁、麦冬汁、藕汁、姜汁、银花露、蔗汁、鲜竹叶

中焦（脾、胃、大肠）
生姜、鲜苇根汁、鲜扁豆花、鲜扁豆皮、鲜荷叶边、鲜银花、
鲜竹叶心、梨汁、荸荠汁、麦冬汁、藕汁、荷叶汁、姜汁、猪胆
汁、枳实汁、木香汁、银花露、韭白汁、蔗汁、鲜竹叶

下焦（肝、肾） 生鸡子黄、鲜荷叶边、荷叶汁、猪胆汁、韭白汁

3 讨论

与普通中药相比，鲜药性质轻清自然，活性成分

含量高，治疗痰饮、暑温等疾病效果更佳，起效更快，

便于胃肠道吸收，无苦寒药物伤津耗气、伤伐脾胃的

弊端。鲜药气味芳香，透邪、化湿力强，制成干品后

则药效大减，故吴鞠通运用这一特性，将鲜药广泛应

用于中、上焦病证之中。鲜药的药汁鲜纯、汁多，润

燥之性明显优于干品，并且吸收见效快。基于本研

究结果和文献分析，总结得出吴鞠通运用鲜药特点，

总结如下。

3.1  鲜药汁的应用特色  《温病条辨》和《吴鞠通医

案》中使用的21味鲜药中，有多达12味汁类药材，占

总数的57.14%，且吴鞠通独创的“五汁饮”一方皆用

鲜药汁入药，体现其善用鲜药汁治疗温病的特色。汁

类药材以入肺、胃经为多，其中尤以姜汁、鲜苇根汁

的使用频率较高。汁类药物多味甘、性凉，易于入口

吸收，润燥之力强，性较缓和，又不易滋腻碍胃，护胃

和中，颇受吴氏青睐。汁类鲜药可榨汁服用，如鲜梨

汁、鲜藕汁、荸荠汁等，如五汁饮中即用五种鲜药汁

入药；可以随药冲调服用，如新加黄龙汤中冲参汁五

分，姜汁二匙，“以之为使”，振奋胃气，防止拒药；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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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药引或合捣入丸中，如吴鞠通在伏暑案中使用姜汁

炒黄连，痰饮案中以姜汁制洋参、糊丸等。鲜药汁多

与其他中药配伍使用，既能较大程度发挥药性又无

碍病之弊。当然，不同鲜药汁的功效有所不同，宜结

合具体病证使用，试分析吴鞠通常用鲜药汁如下。

3.1.1  姜汁化痰止呕，护胃和中  由表1可知，吴氏

使用最多的鲜药为生姜，其次为姜汁。在所有汁类鲜

药中，姜汁使用频次最高。姜汁系用生姜捣汁入药，

性辛温，入肺、脾、胃三经，善于化痰、止呕，辛散之力

较生姜更强，辛香开泄而性温无燥。章新根等[2]通过

对《温病条辨》中应用姜汁的条文和吴鞠通应用姜

汁的医案进行分析，发现吴氏在温病的治疗中擅于

灵活应用姜汁辛温之性，辛宣温通，开通中焦，和胃

降胃，散结除痞，凡各种原因引起中焦气滞不畅、升

降失常等证，无论寒、热、虚、实，皆可配伍用之，多

有良效。经文献阅读可知，吴氏多用姜汁治疗中焦

病变，在湿温、肝风、虚劳、吐血、噎病、呕吐、反胃、

哕病、痹病、痰饮、伤寒、痉病、咳嗽、头痛等病症中

均有使用，在痰饮病中更是使用多达14次。如医案

中“痰饮胁痛而喘咳，是谓悬饮”，“饮家眩冒”，“痰饮

之质，冒暑欲呕，六脉俱弦，虽渴甚，难用寒凉，与局

方消暑丸法”，均用姜汁以化痰和胃降逆；又《温病条

辨》中“下后虚烦不眠，心中懊憹，甚至反复颠倒，栀

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加甘草；若呕者，加姜汁”，此

为误下伤胃中阳气，虚热火郁，肝木乘胃，以姜汁温

胃降逆止呕，和调肝胃，“加姜汁，和肝而降胃气也，

胃气降则不呕矣”。吴鞠通在新加黄龙汤中加姜汁

二匙，用于阳明腑实证应下失下后气阴两伤，用姜汁

少量偏温，在全方起到防止格拒的作用，也有振奋胃

气，以助正气而行药力的功效。总而言之，姜汁与生

姜功效类似，但开痰止呕之力更强，对于中焦气机失

畅诸证可灵活配伍运用以恢复胃气通降。生姜汁应

用极为广泛，我们认为原因有三：一为生姜取材方

便；二是与直接用生姜相比，汁类效果更佳，使用更

为便捷；三则为生姜汁善治中焦脾胃、痰饮病症，这

些疾病在古代亦为常见，故记载颇多。

3.1.2  五汁饮生津养阴，甘寒濡润  由图1、2可见鲜

药性味以甘、寒者为多，其中寒性药物有9种，甘味药

有13种。《温病条辨》中多次出现的五汁饮正是吴鞠

通以甘寒之鲜药养阴生津的代表名方，方以梨汁、荸

荠汁、鲜苇根汁、麦冬汁、藕汁五种汁类药物组成。方

中梨汁甘酸性凉，入肺胃经，可益胃生津、润肺清燥；

荸荠汁甘寒，入肺胃经，能清热生津、开胃消食、化痰

消积；鲜苇根汁甘寒，入肺胃经，善清热生津、除烦止

呕、润肺和胃，清而不遏，滋而不腻；麦冬汁甘寒微苦，

归肺心胃，可养阴生津润肺、清心除烦；藕汁甘寒，入

心脾胃经，能清热散瘀除烦，亦可用甘润生津之蔗汁

代替[3]。五药大多性味甘寒，入肺胃经，都具有清热

生津润燥的作用，五药相须为用，甘寒凉润，益胃生

津，护津养阴，吴氏应用广泛。如脾胃案中“不食十余

日……与五汁饮，降胃清阴法，兼服牛乳，三日而大食

矣”，以五汁饮清降阳明之热，滋养胃阴；《温病条辨》

上焦病篇中提及的“太阴温病，口渴甚者”，中焦篇中

的“燥伤胃阴”，下焦篇中的“温病愈后……脉数，暮

热，常思饮不欲食者”，皆可以五汁饮主之。

3.2  鲜药甘寒，多用于中、上二焦  从表3可知，吴

鞠通使用鲜药多用于中、上二焦疾病的治疗。

3.2.1  鲜药轻清，宣散上焦邪热  上焦肺为娇脏，最

易受邪，温邪易侵，耗伤津液。鲜苇根汁、鲜扁豆、鲜

银花、鲜竹叶心等气味芬芳，性质轻清，故透热而无

伤津耗气之弊，此类鲜药用于温病上焦病证，可轻清

宣散，体现了吴鞠通“治上焦如羽”的思想。

由表2可知，吴鞠通治疗伏暑、暑温常使用鲜

药，证明鲜药治疗暑病疗效显著。《温热论》云：“温

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病初起治疗宜轻清宣散，解表

透邪，以防邪气郁闭内传，即利用药物的轻清透达之

性，引导外感邪气或在里伏邪透发而解[4]。吴鞠通独

创“清络法”[5]，善用鲜药治疗暑伤上焦肺络，“凡暑

伤肺经气分之轻证”皆可用清络饮。清络饮方中诸

药皆采用鲜品，旨在取其清新之气，以增强清暑生津

之效。吴鞠通称：“既曰余邪，不可用重剂明矣，只以

芳香轻药清肺络中余邪足矣”，故采用鲜银花、鲜竹

叶之甘寒，联合鲜荷叶、西瓜翠衣、鲜扁豆花、丝瓜皮

祛暑、化湿、健脾，以鲜竹叶心清心利尿，导热下行。

其中鲜荷叶在暑温案中使用频次达6次，以其祛暑清

热而疏散升清。诸药配伍，清肺中无形火热之邪而

无耗伤津液、损伤脾胃之弊，祛暑亦顾护正气。若但

以温邪伤津为主要病机，且津伤不著者，可与甘凉多

汁、药食两用之品，方剂如五汁饮、雪梨浆、牛乳饮。

此为甘冷法，与邪在中焦胃之津液不足时所治相同[6]。

既能宣透热邪，又能生津补损，体现了“治上焦如羽，

非轻莫属”的用药原则。总之，鲜药多用于暑热等疾

病，其甘寒之性可透热外出、生津补益阴液，鲜药质

地轻盈，可宣发作用于上焦。

3.2.2  鲜药甘寒，滋养中焦阴液  中焦胃为阳土，喜

润恶燥，阴液不足无以濡养则腐熟水谷、通降胃气之

功失司，易成燥热之害。而梨汁、荸荠汁、麦冬汁、藕

汁等，汁液饱满，质地柔润，为益气生津而用之，或甘

寒益阴，或甘温益气，均能滋营充液，顾护胃腑阴津

治中焦，亦可培土生金，兼顾上、中二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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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认为：“夫春温、夏热、秋燥，所伤皆阴液

也”，“温病最善伤精，三阴实当其冲”。温为阳热之

邪，易伤津耗气。温邪在三焦易致津液损伤，因此吴

氏多次强调“温病深入下焦劫阴，必以救阴为急务”，

由此可见养阴法在温病治疗中的重要性。吴鞠通多

用甘寒之鲜药治疗温病导致的中焦脾胃之津液亏

损，甘寒益阴，味甘则“能补能和能缓”，性寒凉者，以

清除火热见长，并能益胃生津润肺，培土生金。吴氏

创五汁饮方甘寒法、雪梨浆方甘冷法治疗肺胃津伤，

梨汁、荸荠汁、鲜苇根汁、麦冬汁、藕汁皆为甘寒、甘

凉之品，此属于甘寒救液法。温燥之邪最易伤津，治

疗此类疾病最需甘润之品，鲜药应用于此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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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气化湿，又称宣气化湿，为临床治疗湿邪、湿

邪兼有热邪致病的常用疗法，清代医家叶桂尤擅此

法，后世医家亦对此法多有发挥与应用。本文根据

“湿郁气阻，气流湿行”的基本理论，从流气化湿法之

释义、应用源流、立法基础、施治特点、具体运用等方

面对此治法发以微阐，希冀对今时相应病症的临床

治疗有所裨益，浅知陋见，望同仁斧正。

1 流气化湿法之释义

“流气化湿”由“流气”与“化湿”两部分组成，

“流气”与“化湿”互为目的与方法，二者相互影响，

“流气”以“化湿”，“湿化”则“气流”。《康熙字典》载

“流”为“流布”“流转”之意。《孟子》载“气，体之

充也。”人赖一气以充身，一气流行，疾病弗生，气有

愆滞，诸病蜂起。甲骨文之“化”从二人相背之形，

正反两向，以示变化。“湿”在《说文解字》中从“水”

释，湿为水之渐，水为湿之积，湿邪中人，常滞气机。

人身之气素秉周流之态，因湿积聚，常碍气之

流通。故“流气”即疏利气机，借用适当的方法使人

身之气周流有序，以此消除积聚于人身之异常水湿。

“化湿”即流化、消除湿邪，水湿得祛，则气之周流状

态亦恢复如常。温病学在治疗湿温或湿热证时，常

用轻苦微辛、芳香平淡之物流通三焦气机，尤重宣展

上焦肺气，以助一身气化，由此助邪透达，分消湿热，

即流气化湿之法。

流气化湿法探析

孙 娜  辛相如  陈冰冰  陆阁玲  金永鹞  康译文  马伯艳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摘 要 流气化湿法又称宣气化湿法，指用微苦微辛、轻清灵动、芳香平淡之品，使三焦气机得以流通，以祛除湿邪或

湿热之病邪、恢复人身气机平衡的一种治法，用之得当，具有“轻可去实”之效。清代医家叶桂尤擅此法，后世医家亦对此

法多有发挥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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