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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方面阐述乌梅丸。
上篇理论研究，主要综述乌梅丸的来源、组成、用法、组方特点以及古今医家的论述。
中篇临床研究，主要叙述内科、外科、男科、妇产科、儿科、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各种常见病和
疑难病症应用乌梅丸及其加减方的临床经验与病案。
下篇实验研究，主要介绍乌梅丸制剂研究、组成中药的药理研究和全方药理研究。
全书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适合广大中医临床医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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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理论研究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乌梅丸的来源　　乌梅丸来源于汉?张仲景所著《
伤寒杂病论》，又名乌梅丹（《普济方》卷三九九引《医方妙选》）、乌梅安胃丸（《饲鹤亭集方》
）、杀虫乌梅丸（《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兰州方）、安胃丸（《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杭州方）。
功效温脏安蛔，主治蛔厥，又主久利，脘腹阵痛，烦闷呕吐，时发时止，得食则吐，甚则吐蛔，手足
厥冷，或久痢不止，胃腑发咳。
　　原方载于《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原文338条之下，为蛔厥所设的代表方。
《伤寒论》：“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
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
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又主久利。
”后世医家尊崇张仲景，奉乌梅丸为治蛔之主方，如成无己、尤在泾等。
《汤头歌诀》、《医方集解》等方书及现行通用的《方剂学》教材都将其列为“杀虫剂”、“驱虫剂
”的首方。
但清代以来，诸多医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乌梅丸为厥阴病主方，适用于上热下寒证的治疗。
厥阴病的特点是“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现代临床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将乌梅丸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扩大了其临床应用范
围，被奉为治疗多种疑难杂症的验方。
　　第二节　乌梅丸的组成、用法及组方特点　　1．乌梅丸的组成　　乌梅三百枚（30g），细辛六
两（3g），干姜十两（9g），黄连十六两（6g），当归四两（6g），附子六两（炮，去皮，6g），蜀
椒四两（出汗）（5g），桂枝六两（去皮，6g），人参六两（6g），黄柏六两（6g）。
2．乌梅丸的用法　　古代用法：上十味，共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
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纳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
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
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现代用法：乌梅用50％醋投一宿，去核捣烂，和入余药捣匀，炼蜜为丸，每服9g，日服2～3次，空腹
温开水送下；亦可作汤剂，水煎服。
　　3．乌梅丸的组方特点　　本方治证为胃热肠寒，蛔动不安所致。
《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卷22云：“蛔厥者，谓蛔痛手足厥冷也。
”蛔厥证，是因患者素有蛔虫，伤寒传至厥阴，形成上热下寒，蛔上人膈所致。
蛔虫本寄生于肠内，喜温而恶寒，肠胃虚寒则蛔不安，为避寒就温，蛔虫扰动，上人其膈，而致腹痛
时作；脏寒痛剧，有碍阳气运行，故手足厥冷；时静时烦，时发时止，是因虫动则发，虫伏则止，暂
安而复动；蛔闻食臭则动，动则上扰，故饥不欲食，食而呕又烦，甚至食则吐蛔。
本证既有虚寒，又有虫扰气逆化热，针对寒热错杂，蛔虫上扰之机，治宜寒热并调、温脏安蛔。
柯琴：“蛔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得苦则下”。
故方中重用味酸之乌梅，其味酸温人肝脾肺大肠经，酸敛既能补肝，以助厥阴春生之气，平抑肝木，
制其疏泄太过，又取其酸能安蛔，使蛔静而痛止，为君药。
蛔动因于胃热肠寒，川花椒、细辛味辛性温，辛可伏蛔，温能温脏祛寒，共为臣药。
黄连、黄柏味苦性寒，苦能下蛔，寒能清胃热。
附子、桂枝、干姜皆为辛热之品．既可助其温脏祛寒之功，且辛可制蛔，当归、人参补养气血，扶助
正气，且合桂枝，养血通脉，调和阴阳以解四肢厥冷，均为佐药。
密甘缓和中，为使药。
诸药合用，寒热并用，邪正兼顾，共奏温中清热、安蛔补虚之功。
　　至于久痢（久利），亦属久病寒热错杂而气血亏虚。
厥阴乃阴尽阳生之脏，与少阳互为表里。
其本阴，其标热，内寄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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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阴经脉属肝络胆上贯膈，肝气横逆莫制，循经上进膈中，故气上撞心；气有余便是火，消烁津液，
故消渴而心中疼热。
若以苦寒误下之，则胃阳败绝，而致下利不止。
本方诸药相合，还具有温中补虚、清热燥湿止痢之功。
因此，对于寒热错杂，正气虚弱之久泻、久痢亦可奏效。
　　综观全方，其组方配伍特点是寒热并用，清上温下，攻补兼施，酸辛苦甘，刚柔相济，辛开苦降
，补泄兼施，上下共治，土木两调，对疾病的后期及急重阶段出现虚实并存、寒热错杂的症状更有良
好的疗效。
现广泛用于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科多种疑难病症，尤其对虚实兼有、阴阳错杂、寒热混淆的疾
病更有良效。
　　张仲景《金匮要略》云：“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肝虚则用此法
，实则不在用之”。
《内经》云：“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以酸泄之”。
秦伯未《谦斋医学讲稿》：“温肝：寒邪伤肝，当用温剂辛散，肝脏本身阳不足，宜以温养助长生气
升发，概称日温，意义不同。
补肝阳的方法，必须在养血中佐以温药升发，不能单用温热”。
乌梅丸的制方特点充分体现了其温肝阳、泄郁火的特点。
乌梅丸中，乌梅约300粒左右，实测约为570g，去核后，所剩乌梅肉实测约为192g，其量独重。
方中重用酸敛之乌梅，并用醋浸制，同味相求，增强其酸性，与当归相伍具有补益肝阴的作用，以成
阴生阳长之义；另外乌梅味酸可敛散越之气以固本元。
《医学衷中参西录》云：“凡脱，皆脱在肝”。
重用味酸之山茱臾救脱，与乌梅丸重用乌梅理出一辙。
附子、桂枝、干姜、川花椒、细辛温肝阳；川花椒、细辛味辛又可理气通阳疏肝；黄连、黄柏苦寒以
泄热，与细辛、川花椒相伍共奏辛开苦降以泄郁热之功；人参、米饭、白蜜补气健脾养胃，培土以制
肝，正体现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意思。
　　第三节　乌梅丸的功效与主治　　一、方中药物的功效与主治　　1．乌梅　　乌梅为蔷薇科落
叶乔木植物梅的干燥近成熟果实。
　　性味归经：酸、涩，平；归肝、脾、肺、大肠经。
　　功效：收敛生津，安蛔驱虫。
　　主治：肺虚久咳，久泻、久痢滑肠，久疟，虚热烦渴，呕吐，便血，尿血，血崩，蛔厥，腹痛，
胆道蛔虫症，钩虫病，牛皮癣，胬肉等。
　　①用治肺虚久咳证。
乌梅有收涩敛肺作用，用于肺阴亏虚，久咳不止，凡干咳痰少、咽干、口燥、手足心热、盗汗、便秘
、苔少质红少津、脉细而数或咳血等。
如《本草纲目》即配罂粟壳等份为末。
每服6g，睡时蜜汤调下，治久咳不已。
②用治久痢。
利用乌梅的收敛之性可治疗下利日久不愈，或口渴便脓血者。
久痢不止，以乌梅肉水煎服；下痢不能食者，常配黄连（《太平圣惠方》乌梅丸）以涩肠止痢；痢疾
兼口渴者，常配麦冬以收敛生津。
③用治消渴证。
乌梅有收敛生津止渴作用，常用于治疗消渴证，症见烦渴多饮、失眠多梦、多尿、腹泻、肢体凉痛麻
木等。
如《简要济众方》用乌梅肉配淡豆豉治消渴，止烦闷。
④用治伤寒蛔厥及虫证。
现常用治胆道蛔虫症、蛔虫性肠梗阻、胃肠炎等，症见攻窜腹痛，辗转不安，呻吟呼号，恶心呕吐，
或吐出蛔虫，或腹部触及虫团包块、质软，易聚易散，静时则如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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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伤寒蛔厥常配细辛、干姜、黄连等，以酸苦并进，寒温兼施。
历代医家论述：综论乌梅主要功用及机制，论乌梅收涩之性：①王好古：乌梅，能收肺气，治燥嗽，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
②李时珍：乌梅、白梅所主诸病，皆取其酸收之义。
唯张仲景治蛔厥乌梅丸，及虫匿方中用者．取虫得酸即止之义，稍有不同耳。
《医说》载曾鲁公痢血百余日，国医不能疗，陈应之用盐水梅肉一枚，研烂，含腊茶入醋服之，一啜
而安。
大丞梁庄肃公亦痢血，应之用乌梅、胡黄连、灶下土等份为末，茶调服亦效。
盖血得酸即敛，得寒则止，得苦则涩故也。
（《本草纲目》）③缪希雍：梅实，即今之乌梅也，最酸。
《经》日：热伤气，邪客于胸中，则气上逆而烦满，心为之不安。
乌梅味酸，能敛浮热，能吸气归元，故主下气夕除热烦满及安心也。
下痢者，大肠虚脱也；好唾口干者，虚火上炎，津液不足也；酸能敛虚火，化津液，固肠脱，所以主
之也。
其主肢体痛，偏枯不仁者，盖因湿气浸于经络，则筋脉弛纵，或疼痛不仁；汗主筋，酸入肝而养筋，
肝得所养，则骨正筋柔，机关通利而前证除矣。
（《本草经疏》）④《本草新编》：乌梅，止痢断疟，每有速效。
⑤黄宫绣：乌梅，酸涩而温，似有类于木瓜，但此人肺则收，人肠则涩，入筋与骨则软，入虫则伏，
人于死肌、恶肉、恶痣则除，刺人肉中则拔，故于久泻久痢，气逆烦满，反胃骨蒸，无不因其收涩之
性，而使下脱上逆皆治。
且于痈毒可敷，中风牙关紧闭可开，蛔虫上攻眩扑可治，口渴可止，宁不为酸涩收敛之一验乎。
不似木瓜功专疏泄脾胃筋骨湿热，收敛脾肺耗散之元，而于他症则不及也。
但肝喜散恶收，久服酸味亦伐生气，且于诸症初起切忌。
（《本草求真》）　　2．细辛　　细辛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为马兜铃科植物北细辛、汉城细
辛或华细辛的根及根茎。
因其根形细长而味辛辣，故得名。
北细辛和汉城细辛主要产于东北三省，故统称为北细辛，是目前临床用药的主要品种，而华细辛主产
于陕西，产量较少。
性味归经：辛，温；归心、肺、肾经。
　　功效：祛风散寒，通窍止痛，温肺化饮。
　　主治：风冷头痛，痹痛，腹痛，牙痛；风寒表证；痰饮咳喘；鼻渊，窍闭神昏。
　　用于痰饮咳喘，风冷头痛，鼻渊，齿痛。
①用治寒饮伏肺之咳喘。
细辛擅长解表散寒、温肺化饮，是治疗外寒内饮咳喘的主药。
症见咳嗽、喘哮、咯痰、痰多清稀如泡沫、恶寒无汗、发热、身疼痛、干呕、脉浮等，常配半夏、干
姜、桂枝等（如小青龙汤）以散寒化饮；若寒痰壅盛，“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常伍射干、麻黄
等（如射干麻黄汤）；若属风寒不解，人里化热，咳痰渐稠黄者，常与石膏、麻黄、杏仁等配伍（如
大青龙汤）以清热宣肺平喘。
②用治风寒感冒、头痛。
细辛味辛能疏风通窍，性温能散寒止痛，用治风寒感冒所致之头痛、恶寒、发热、全身骨节疼痛等，
常配白芷、羌活、川芎等（如九味羌活汤）以发散风寒，通经止痛；若阳虚外感，见恶寒、发热、脉
反沉者，可配伍麻黄（如麻黄附子细辛汤）以助阳解表；治疗偏正头痛，常与川芎、白芷、羌活等配
伍（如川芎茶调散）以散风止痛。
③用治牙痛、鼻渊。
细辛芳香气浓，性善走窜，擅长散寒解表、通窍开闭，故常用于治疗头痛、鼻炎、牙痛、13舌生疮证
。
治疗鼻渊属风寒者，合辛夷散以疏风散寒，通窍开闭；属风热者，合苍耳子散加减以疏风清热，通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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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闭；亦可单用研末搐鼻。
用治牙痛，若属胃火壅盛，则配石膏、黄芩筹以清热泻火；属风寒者可与羌活、防风等祛风止痛的药
物配伍。
④用治风湿痹痛。
细辛有较好的祛风、散寒、通经、止痛作用，症见腰、膝、腹部疼痛者，常与乌头、附子、桂枝、独
活、桑寄生、当归同用以祛风胜湿，和血通络。
⑤用于血虚寒凝致厥之证。
张仲景治疗“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用细辛配桂枝、芍药之属（如当归四逆汤）以温经散寒，调营
血以通阳气；若血虚寒凝致厥又兼有陈寒痼冷之宿疾，则在当归四逆汤中再加入吴茱萸、生姜，以养
血通脉，温经散寒。
⑥另外，利用其入少阴经温通心阳之功，常用以治疗心悸，常配麻黄、制附子、桂枝治疗窦性心动过
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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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乌梅丸》广泛收集并系统总结了中医学术与临床杂志上刊登的以及中医临床专著中载录的经典
方剂的实验研究结果与临床应用经验。
内容包括乌梅丸的组成、用法、功效、适应证、应用范围、组方原理及特点、古今医家论述、临床研
究与临床应用以及现代药理研究。
临床研究部分重点介绍研究者对乌梅丸的系统性的临床观察。
临床应用部分则收集了大量临床医家的临证医案与经验总结。
现代药理研究部分着重论述了乌梅丸治疗各系统疾病的作用机制。
《乌梅丸》内容丰富、体系清楚，简明实用，可供中医学习及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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