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Pharmacy 2021 Vol. 32 No. 18 中国药房 2021年第32卷第18期

目前，鼻炎、鼻窦炎等鼻部疾病已成为全球性的健

康问题，其现代医学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免疫

治疗及手术治疗等，以控制和缓解症状为主，虽然起效

快且效果显著，但停药后病情极易反复，并且有些药物

副作用大，不宜长期服用[1]。而中医在鼻病的治疗方面

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如经典名方辛夷散）[2]，可治根治

本，疗效显著且副作用小。

2018年 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古代经典

名方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目录》”）[3]，辛夷散（出

自《严氏济生方》）为其中之一。作为经典名方，辛夷散

在临床上被普遍应用于治疗各类鼻病，疗效可靠，临床

应用价值较高。而其是否可根据原方方义衍变出稳定

有效的成方制剂目前尚未见有研究报道。从古今文献

入手考证经典名方是研发名方制剂的首要步骤，但笔者

经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尚无辛夷散的考证类研究。故本

研究从处方历史沿革及方义衍变、组方原理等方面出

发，对古今文献中辛夷散的相关记载进行全面梳理、分

析，以期为经典名方辛夷散的临床应用、制剂开发等提

供参考和文献证据支持。

1 处方历史沿革及方义衍变

辛夷散出自宋代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主治“肺

虚，风寒湿热之气加之，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

通，或不闻香臭”，处方为“辛夷仁、细辛（洗去土叶）、藁

本（去芦）、升麻、川芎、木通（去节）、防风（去芦）、羌活

（去芦）、甘草（炙）、白芷各等分”，制法及服法为“上十味

药制成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2]。后世医家或

沿用此方，或在原方基础上加减应用。

本研究以“辛夷散”为关键词，搜索中医古籍数据

库、中医古籍文献知识库及中医智库等，收集有明确信

息记载的辛夷散相关记录，剔除了同名异方或只记载有

方名的记录，对比不同时期辛夷散的功效主治、处方、制

法/用法，按成书年代系统梳理了辛夷散的历代流传情

况，详见表1。

通过对上述35首相关方剂的整理分析可知，辛夷散

的历代变化主要体现在功效主治、处方、制法/用法等

方面。

1.1 功效主治分析

《严氏济生方》记载：“辛夷散治肺虚，风寒湿热之气

加之，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通，或不闻香

臭”[2]。之后，历代医家对辛夷散的主治病症进行了进一

步的总结及扩充：如，明代吴昆的《医方考》较具体地描

述了其主治“鼻生息肉，气息不通，香臭莫辨者”[10]；清代

景日昣的《嵩厓尊生》记载辛夷散可治“无感鼻塞”[23]；清

代陶承熹的《惠直堂经验方》曰其可“治脑漏如神”[24]。

可见，辛夷散的主治病症涉及伤风鼻塞、鼻窒、鼻鼽、鼻

渊、鼻息肉等诸多鼻病。

1.2 处方分析

35首方剂中，有25首在原方基础上减少了羌活（表

1中第 3、6～9、11、13～14、17～18、20～22、24～35首），

有1首减少了防风、同时增加了苍耳子（表1中第23首），

有3首增加了苍耳子（表1中第4、12、16首），有1首同时

增加了苍耳子和薄荷（表1中第10首）。

原方中藁本、防风和羌活均去芦，后世医家对上述

药材是否去芦意见不一。早在汉代，就有关于中药去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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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代古医籍记载的辛夷散处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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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重订严氏济生方》[2]

《仁斋直指方论》[4]

《永类钤方》[5]

《世医得效方》[6]

《奇效良方》[7]

《奇效良方》[7]

《丹溪心法附余》[8]

《医学纲目》[9]

《医方考》[10]

《丹溪摘玄》[11]

《考证病源》[12]

《证治准绳》[13]

《证治准绳》[13]

《医学传心》[14]

《济阴济阳纲目》[15]

《景岳全书》[16]

《内科百效全书》[17]

《慈幼新书》[18]

《医方选要》[19]

《苍生司命》[20]

《汤头歌诀》[21]

《汤头歌诀新义》[22]

《嵩厓尊生》[23]

《惠直堂经验方》[24]

《成方切用》[25]

《吴氏医方汇编》[26]

《彤园医书·外科》[27]

《大方脉》[28]

《疡科心得集》[29]

《医方集解注释》[30]

《医方论》[31]

《外证医案汇编》[32]

《外科备要》[33]

《汤头钱数抉微》[34]

《汤头歌诀白话解》[35]

功效主治
治肺虚，风寒湿热之气加之，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
气息不通，或不闻香臭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通，
或不闻香臭

肺虚鼻塞涕出，或气息不通，不闻香臭

肺虚，风寒湿热之气加之，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
息不通，或不闻香臭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
通，不闻香臭

治肺虚，为四气相干，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气息不通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肉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
通，或不闻香臭

治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通，或不闻香臭

鼻生息肉，气息不通，香臭莫辨者，此方主之

肺虚，风寒湿之气加之，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
不通，不闻香臭

治息肉气息不通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
通，不闻香臭

治鼻中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通，不闻香臭

治息肉气息不通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
通，不闻香臭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
通，不闻香臭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
通，不闻香臭

冷结不散，久乃不闻香臭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息不
通，不闻香臭

治鼻生息肉，气息不通，不辨香臭

鼻生息肉

鼻生息肉

无感鼻塞

治脑漏如神

治鼻生息肉，气息不通，不闻香臭（鼻为肺窍，气清则
鼻通，气热则鼻塞，湿热甚盛，蒸于肺门，则生息肉，
犹湿地得热而生芝菌也）

治鼻生息肉

治鼻生息肉，气息不通，湿热蒸肺者

治鼻生息肉，气息不通，不闻香臭

治鼻生息肉

治鼻生息肉，气息不通，不闻香臭（鼻为肺窍，气清则
鼻通，气热则鼻塞。湿热盛甚，蒸于肺门则生息肉，
犹湿地得热而生芝菌也）

辛散太过，疏风散寒则宜之，非泻火门中之法

鼻属肺窍，又为气主，鼻中起癗，妨碍气息。古人云：
肺经湿热，上蒸于脑，入鼻而生息肉。犹如地得湿
热，上生菌蕈也。治以辛夷散主之

治鼻生息肉，气息不通，湿热蒸肺者

鼻生息肉

鼻生息肉

处方
辛夷仁、细辛（洗去土叶）、藁本（去芦）、升麻、川芎、木通（去节）、防风
（去芦）、羌活（去芦）、甘草（炙）、白芷各等分

川芎、木通（去节）、防风（去芦）、羌活、甘草、辛夷、细辛（洗去土）、藁
本、升麻、香白芷各等分

辛夷仁、细辛、藁本、升麻、川芎、木通、防风、甘草、白芷各等分

辛夷仁、细辛（洗去土叶）、藁本（去芦）、升麻、川芎、木通（去节）、防风
（去芦）、羌活、甘草（炙）、白芷各等分，苍耳子一半

辛夷、川芎、木通（去节）、细辛（洗去土）、防风（去芦）、羌活、藁本、升
麻、白芷、甘草（炙）各等分

川芎、木通、防风（去芦）、甘草）、辛夷仁、细辛（去土叶）、藁本（去芦）、
升麻、白芷各等分

川芎、木通（去节）、防风（去芦）、甘草、辛夷仁、细辛（洗去土）、藁本、
升麻、香白芷各等分

辛夷仁、细辛（去土叶）、藁本（去芦）、升麻、川芎、白芷、木通（去节）、
防风、甘草

辛夷、川芎、防风、木通（去节）、细辛（洗去土）、藁本、升麻、白芷、甘草
各等分

辛夷仁、细辛、藁本、升麻、川芎、木通、防风、羌活、白芷、炙草各等分，
加苍耳子、薄荷

辛夷、川芎、防风、木通、细辛、藁本、升麻、白芷、甘草各等分

辛夷、川芎、木通（去节）、细辛（洗去土）、防风（去芦）、羌活、藁本、升
麻、白芷、甘草（炙）各等分，苍耳子减半

辛夷仁、细辛（去土、叶）、藁本（去芦）、升麻、川芎、白芷、木通（去节）、
防风、甘草

辛夷、川芎、防风、木通、细辛、藁本、升麻、白芷、甘草各等分

辛夷仁、川芎、木通、细辛、防风、羌活（一方无此味）、藁本、升麻、白
芷、甘草（炙）各等分

辛夷、川芎、细辛、白芷、升麻、防风、羌活、藁本、炙甘草、木通各等分，
一方有苍耳子减半

辛夷仁、川芎、木通、防风、甘草、细辛、藁本、升麻、香白芷各等分

白芷、川芎、细辛、藁本、辛夷、木通、升麻、防风、甘草

辛夷、川芎、木通（去节）、细辛（洗去土）、防风（去芦）、羌活、藁本、升
麻、白芷、甘草（炙）各等分

辛夷、川芎、防风、木通（去节）、细辛（去土）、藁本、升麻、白芷、甘草

严氏里藁本防风，白芷升麻与木通，芎细甘草茶调服

辛夷散里藁防风，白芷升麻与木通，芎细甘草茶调服

辛夷、川芎、木通、细辛、羌活、藁本、升麻、白芷、炙草、苍耳子（减半）

辛夷、川芎、防风、木通（去节）、细辛、藁本、升麻、白芷、甘草各一钱

辛夷、白芷、升麻、藁本、防风、川芎、细辛、木通、甘草

辛夷、白芷、升麻、藁本、防风、细辛、木通、甘草各等分

辛夷仁、白芷、升麻、防风、藁本、川芎、细辛、木通、甘草

净辛夷仁、北细辛（各三钱），升麻、藁本、白芷、川芎、防风、甘草、木通
（各五钱）

藁本、防风、辛夷、白芷、升麻，木通、川芎、细辛、甘草

辛夷、白芷、升麻，藁本、防风、川芎、细辛、木通、甘草

辛夷、白芷、升麻，藁本、防风、川芎、细辛、木通、甘草

辛夷、白芷、防风、细辛、木通、升麻、藁本、川芎、甘草、茶叶

辛夷仁、白芷、升麻、防风、藁本、川芎、细辛、木通、甘草

严氏里藁本防风，白芷升麻与木通，芎细甘草茶调服

辛夷散里藁防风，白芷升麻与木通，芎细甘草茶调服

制法/用法
右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

上为末。每服三钱，茶清调下

为末。每二钱，食后茶清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热者，茶调散
合和服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食后茶清汤调服

上为末，每服三钱茶清调下

右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

共为末，每服三钱，茶清调下

上末之，每二钱食后茶清调服，加荆芥、香附。一
方加甘菊、苍术、荆芥

为末，每服三钱，食后，茶清调下之

右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

右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

为末，每服三钱，清茶调下，食后服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下

上为末。每服三钱，茶清调下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

各等分为末，每服三钱，茶清调下

诸药等分，末服三钱，以茶调服

共为末，清茶调下三钱

等分为末，每服三钱，茶调下（外用烧矾为末，加
硇砂少许，吹鼻中，能消之）

为末。每服三钱，茶送下

等分研末，茶汤每下三钱

晒研极细。每服二钱，滚茶汤调下，日三服。此
方可通用

等分为末，每服三钱，茶调下（外用烧矾为末，加
硇砂少许，吹鼻中，能消化之）

等分为末，每服三钱，茶调下

等分研末，茶汤每下三钱

诸药等分，末服三钱

各等分，研成细末，每次用茶清调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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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如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载防己黄芪汤“防

己（一两）、甘草（半两，炒）、白术（七钱半）、黄芪（一两一

分，去芦）”[36]；唐宋元时期中药去芦得以发展[37]；然至明

朝，可见去芦和不去芦药材同入处方，如防风有“去芦”

或“蜜炙”等用法[38]、秦艽有“去芦”或“去土”等用法[39]；发

展至清朝，无论是修治论著还是处方脚注，要求中药去

芦的方剂均不多。历代医家对去芦要求的变化是长期

反复实践的结果，笔者分析很可能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

药材是否去芦对药效并无显著影响，且为了避免造成药

材和人力的浪费，所以均带芦入药。

35首方剂中有22首选用辛夷（表1中第2、5、9、11～

12、14、16、18～26、29～32、34～35首），13首选用辛夷仁

（表 1中第 1、3～4、6～8、10、13、15、17、27～28、33首）。

辛夷为全花蕾，辛夷仁为花蕾内芯。《雷公炮炙论》记载，

辛夷“即一时去皮，用向里实者”[40]；《本草衍义》中明确

指出，辛夷“入药，去毛苞”[41]；《本草经集注》曰，辛夷“用

之去中心及外毛，毛射入肺，令人咳”[42]。可见，不用辛

夷外苞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消除外苞片细小茸

毛对患者咽喉和肺部的刺激性。现代研究表明，挥发油

是辛夷的主要药效部分，且一直作为辛夷药材的质量控

制指标，该类成分主要存在于花蕾内芯，在外苞片及枝

梗层中的含量甚微 [43]。然明清代之后，各医家多以辛夷

替代辛夷仁入药，其原因可能是辛夷剥去外苞片的手工

制取过程繁琐且费工费时，故多以辛夷入药，去毛加工，

如《本草备要》[44]、《本草分经》[45]、《本草正义》[46]等均记载

辛夷“去外皮毛”用。发展到现代，辛夷的入药方式为

“除去杂质，残留的枝梗及灰屑”，未明确提及去毛、去心

等，只要求煎煮时“包煎”以减弱细小茸毛的刺激性[47－48]。

1.3 制法/用法分析

以上古籍中有关辛夷散药物用量的记载共 30条。

其中，《奇效良方》“小儿门”中的一首（表 1中第 6首）记

载“每服一钱”[7]。《一得集》“治小儿用药宜轻论”中曰：

“小儿脏腑柔脆，药入不能克运，是以用药宜轻。如外感

风寒之邪，解肌疏表之药，每味几分可矣。药味亦不宜

多，如药多而重，则药反过病，病必不能愈也”[49]，故小儿

服用药量宜轻，“每服一钱”符合小儿用药剂量规律。有

12首（表1中第1、3～5，8、10、12～13、15～16、19、28首）

记载“每服二钱”。以《严氏济生方》“各等分，右为细末，

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2]为例，即诸药等分时每服辛

夷散中所含10味药物的用量相等，每服二钱。然清郑玉

坛《大方脉》中记载“净辛夷仁、北细辛（各三钱），升麻、

藁本、白芷、川芎、防风、甘草、木通（各五钱）。晒研极

细。每服二钱，滚茶汤调下，日三服。此方可通用”[28]，

即净辛夷仁、北细辛、升麻、藁本、白芷、川芎、防风、甘草

和木通的质量比为 3 ∶ 3 ∶ 5 ∶ 5 ∶ 5 ∶ 5 ∶ 5 ∶ 5 ∶ 5，混合均匀后，

每服取二钱茶汤调下。该方重用升麻、藁本、白芷、川

芎、防风、甘草和木通，意在增强载药上行、泻火下行之

功。有 17首（表 1中第 2、7、9、11、14、17、20～21、24～

27、30～31、33～35）记载“每服三钱”，应是医者认为虽

处适当之剂，若药量不得其宜，难期奏效，故诸药重用。

《严氏济生方》成书于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故笔

者依据宋代的官方度量衡记载及相关文献资料来考证

辛夷散处方中各药材的用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附：

指南总论·论合和法”记载：“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钱半

为一分也。凡言两者，即四分为一两也。凡言斤者，即

十六两为一斤也”[50]。卢嘉锡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

衡卷）》中考证后确定南宋一两约合今 41 g[51]，宋代斤、

两、分、钱之间的换算为：一斤＝16两，一两＝4分，一分＝

2.5钱，即一分约合今 10.25 g，一钱约合今 4.1 g[52]，则辛

夷散原方“每服二钱”古今药物用量折算结果如下：辛夷

仁、细辛、藁本、升麻、川芎、木通、防风、羌活、甘草和白

芷各0.82 g。

各古籍记载的辛夷散用法多为“茶清调下”。按惯

例，服用中药时一般忌茶酒并一切发风动气之物，然此

方偏用茶清调下，《汤液本草》记载，“茶苦，经云：苦以泄

之，其体下行，如何是清头目”[53]；《古今医统大全·下册》

曰，“茶苦，阴中之阳，所以清头目”[54]。故辛夷散用茶清

调下取其苦寒降火以清上之性，既可清利头目，又能制

约诸风药过于温燥与升散，降浊降火，升中有降，与辛

夷、细辛、藁本、升麻、川芎、防风、羌活、白芷等共奏祛风

解表、清热解毒之功。

《成方切用》和《医方集解注释》均记载，“等分为末，

每服三钱，茶调下（外用烧矾为末，加硇砂少许，吹鼻中，

能消之）”[25，30]。“矾”一般指白矾，“硇砂”为卤化物类矿

物，二者均有毒，多为外用。《本草正》中记载，白矾“其性

毒，大能解毒定痛，故可疗痈疽疔肿，鼻齆息肉，喉痹瘰

疬，恶疮疥癣，去腐肉，生新肉，及虎犬蛇虫蛊毒。或丸

或散，或生活枯，皆有奇效”；硇砂“善消恶肉腐肉生肌，

敷金疮生肉，去目翳胬肉，除痣黡疣赘，亦善杀虫毒，水

调涂之，或研末掺之立愈”[55]。因此，在治鼻生息肉时除

内服辛夷散外，可外用烧矾为末，并加硇砂少许，吹入鼻

中，可消腐生肌、散结通窍。

2 组方原理分析

在上述收载这 35 首辛夷散的古籍中，有 7 部古

籍 [10，21－22，25，30，34－35]进行了组方原理的分析。其中，清代汪

昂《汤头歌诀新义》曰，“鼻为肺窍，鼻中息肉者，肺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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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失调为病。盖肺主宣降，肺属金而主皮毛，肺气外行

可宣达于肌表，肺气内降可敛浊下行，今肺经生病，为肺

气外不得宣邪而内不得降浊，浊邪上阻而致鼻息。治宜

宣肺降导为法。升麻、白芷、防风、藁本、辛夷，清疏宣

达，辛香走窜，能开肺窍，升清阳而辟秽浊；川芎、细辛，

活血行郁可通清窍；甘草、木通、青茶，导上源之浊邪从

膀胱下出，使上窍得清，下窍得通，肺气宣降，故治肺热

鼻息之证”[22]。肺悬上焦，气禀清肃，相傅之官，治节出

焉，且肺为气之主，通窍于鼻。鼻中息肉是由肺中郁热

上蒸于脑而致，所以用辛夷、升麻、白芷轻浮上升之性引

胃中清阳上行于脑，防风、藁本上入巅顶而能搜剔风热，

细辛、川芎散郁通窍，以上均属上行升散、清热通窍之

品，治巅顶风热湿热自是对证，但恐辛燥太过，故加木通

以利胃湿泻火下行，甘草甘缓调和诸药，绿茶降火调服

末药。

清代吴仪洛《成方切用》记载，“经曰：天气通于鼻。

若胃中无痰火积热，是平时上升，皆清气也。由湿火内

焚，风寒外束，气血壅滞，故鼻生息肉，而窒塞不通也。

辛夷、升麻、白芷辛温轻浮，能升胃中清气，上行头脑；防

风、藁本辛温雄壮，亦能上入巅顶，胜湿祛风；细辛散热

破结，通精气而利九窍；川芎补肝润燥，散诸郁而助清

阳。此皆利窍升清，散热除湿之药。木通通中，茶清苦

寒，以下行泻火；甘草和中，又以缓其辛散也”[25]。可见，

阳明胃脉挟鼻上行，治以手太阴、足阳明药也，纵观全

方，升降并用，使得诸药相合，则诸症自愈。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记载辛夷散的古代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可知：原方由辛夷仁、细辛、藁本、升麻、川芎、木通、防

风、羌活、甘草、白芷等10味药材组成，病症涉及伤风鼻

塞、鼻窒、鼻鼽、鼻渊、鼻息肉等诸多鼻病。处方组成方

面，多见在原方基础上加减羌活、苍耳子、防风、薄荷

等。关于辛夷的药用部位，35首方剂中有 13首选用了

辛夷仁、22首选用了辛夷。药材用量方面，以各味药材

“等分”“每服二钱”居多，原方按当今计量法折算得各药

材均为 0.82 g。服用方法上多继承了原方用法“食后茶

清调服”。该方治疗鼻息肉以辛夷、升麻、白芷、防风、藁

本、细辛、川芎上行升散、清热通窍，但恐辛燥太过，故加

木通以利胃湿泻火下行，甘草甘缓调和诸药，绿茶降火

调服末药，升降并用，使得诸药相合，则诸症自愈。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第一，本文的统计对象仅

局限于与辛夷散直接相关的记录，未整理包含本方但未

标注本方名的文献；第二，关于药材的用量，本文没有进

行病症与剂量之间的关联研究；第三，本文未考证辛夷

代替辛夷仁入药是否会降低辛夷散的疗效。下一步，笔

者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关于辛夷散临床疗效的研究很少，大多数只停

留在临床疗效观察及个案应用方面[56－59]，故学者还应对

其适应证、药效物质基础、药理作用机制等进行深入研

究，以期更好地挖掘经典名方，为拓展其临床应用提供

更加充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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