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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介宾柴胡饮类方治疗血室受邪思路

官可祈　 缪江霞　 罗颂平

【摘要】 　 明代医家张介宾有“八阵”方论，其中“散阵”在于“散表证也”，针对正邪盛衰以散表。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仅采用《新方八阵》“散阵”之“柴胡饮”类方，分别治疗经脉类“热入

血室”、产后类“产后发热”二病。 经方小柴胡汤是治疗热入血室代表“散阵”古方，补而兼散。 张介

宾认为妇女血室受邪，容易累及子宫、产门，均为外感表证兼有里虚之“伤寒两感”，以其自创“柴胡

饮”类方，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减，选用柴胡、生白芍、陈皮等作为核心药物，配合养血、散表药物治

疗。 《妇人规》内“柴胡饮”类方之应用，体现张介宾重视“女子体阴以血为用”的观点，通过“求汗于

血”，以助散表，治疗血室空虚受邪之“内伤外感”，同时突显《新方八略·散略》“但用散之法，当知

性力缓急，及气味寒温之辨，用得其宜，诸经无不妙也”的看法。 张介宾治疗思想特点可以为临床提

供参考并指导应用。
【关键词】 　 热入血室；　 产后发热；　 散阵；　 柴胡；　 张介宾；　 妇人规；　 求汗于血；　 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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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介宾（１５６３ ～ １６４０）为明代著名医家，他在博采众方

之余，亦有自身独到见解，除了精通医学，亦擅于兵法。 张介

宾将兵法与医药融合，以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以立方选

药喻为兵阵，衍生出“八略”治则治法，并将《景岳全书》引用

之古方及自创方剂分别分为“八阵”方论，包括补、和、寒、热、
固、因、攻、散 ８ 类。 《景岳全书》“散阵”方剂共有 １３１ 首，１１４
首来自《古方八阵》，１７ 首来自《新方八阵》。 张介宾强调“散
阵”方剂在于“散表证也” ［１］１５７６，针对正邪盛衰以散表。

《景岳全书·妇人规》学术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结合理

论及临床经验进行辨证论治妇人疾病。 本文统计《妇人规》
内“散阵”方剂共 ９ 首，应用频次共 １７ 次。 其中“散阵”古方

应用频次 ９ 次，以小柴胡汤为首；“散阵”新方应用频次 ８ 次，
只选取“柴胡饮”类方，并限于治疗经脉类“热入血室”及产

后类“产后发热”二病。 基于 Ａｐｒｉｏｒｉ 关联规则分析发现《妇

人规》内“散阵”新方以柴胡、生白芍、陈皮为核心三味药组；
“散阵”方药多用生姜、柴胡、人参、生白芍、陈皮、生甘草、当
归、炙甘草、半夏、黄芩等，实为小柴胡汤、“柴胡饮”类方主

要组成。 本文试就数据统计结果，比对张介宾同列为“散
阵”的古方小柴胡汤和自创新方“柴胡饮”类方药物组成，论
证探讨“柴胡饮”类方治疗妇人血室受邪思路。

１　 张介宾对妇女血室受邪的理解

１． １　 血室受邪累及子宫、产门

张介宾认为妇女的“血室”基本就是子宫［２］ ，在《类经附

翼·求正录》 ［１］７９７提到“故子宫者……医家以冲任之脉盛于

此，则月事以时下，故名之曰血室”。 冲任之海与肝经及肝

之气机疏泄关系密切，当妇人在经行之时，水谷精气所化之

血由满而溢，从胞宫外泻，气血阴阳骤然转化交接［３］ ，有如

枢机之转动开闭；此时血室相对空虚，若正气不足，外邪容易

乘虚而侵入血分，影响气血阴阳的转枢升降。
此外，张介宾亦有提及“子宫之下有一门，其在女者，可

以手探而得，俗人名为产门” ［１］７９７。 产门位置与子宫相近，产
后受邪也容易累及血室，如外邪与血相搏则结成瘀阻，瘀阻

遏抑阳气输布则恶寒，阳气与邪气抗争则发热。 这类枢机转

动受阻、寒热交替发作的表现与小柴胡汤证的“寒热往来”
相似。
１． ２　 血室受邪为内伤外感之“伤寒两感”

张介宾在《伤寒典·两感》 ［１］９４８ 提出：“两感者，本表里

之同病，似若皆以外感为言也，而实有未必尽然者，正以外内

俱伤，便是两感。 今见有少阴先溃于内，而太阳继之于外者，
即纵情肆欲之两感也；太阴受伤于里，而阳明重感于表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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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倦竭力、饮食不调之两感也；厥阴气逆于脏，少阳复病于腑

者，即七情不慎、疲筋败血之两感也。 人知两感为伤寒，而不

知伤寒之两感，内外俱困，病斯剧矣。”他认为“伤寒两感”不
限于两经外感发病，也可以存在内伤的因素［４］ 。 当经行或

产后之时，血室因气血骤少变得空虚，张介宾认为若此时感

受外邪，多为外感表证兼有里虚的“伤寒两感”，发为经行热

入血室或产后受邪发热。
１． ３　 散表古方使用人参、生姜，补而兼散

生姜、人参是《妇人规》“散阵”古方最常用的药对，是小

柴胡汤中的组成之一。 小柴胡汤首载于张仲景《伤寒论》，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将小柴胡汤编入《古方八阵·散阵》，
并在《伤寒典·热入血室》 ［１］９７１ 引张仲景原文：“妇人中风，
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
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认为小柴

胡汤为治疗热入血室的代表方之一，亦是《妇人规》应用最

多的“散阵”古方之一。
张介 宾 认 为 姜 “ 生 者 能 散 寒 发 汗 ” ［１］１５６４ “ 温 散 者

也” ［１］１５７６。 《名医别录》描述生姜“味辛，微温。 主伤寒头痛

鼻塞，咳逆上气” ［５］ 。 生姜用于“散阵”方剂，有助将体内的

风寒之邪发散于外。 张介宾主张“虚人伤寒建其中” ［６］ ，尤
其人体在劳倦竭力、或饮食不调、或七情不慎、或疲筋败血感

邪时，正气不足，则无以化生汗液以解表。 因此在“挟虚伤

寒”时不宜“任意攻邪” ［１］９６１，应当兼补以散。 人参作为兼补

气血之药，一方面使气血充养，另一方面令汗液生化有源。
正气充实则可助生姜发汗以解外感风邪，达到袪邪不伤正，
扶正而不留邪的目的。

２　 柴胡饮类方传承发挥之特点

发汗是解表的重要治法。 张介宾散表不拘泥于只应用

六经辨证之药物，他在《新方八略·散略》提到可根据药物

性味、表证寒热虚实特性以行温散、凉散、平散之法［１］１５７６。
张介宾认为对于血室受邪的“伤寒两感”应配合运用汗法和

补法［４］ 。
张介宾参考小柴胡汤药物组成及加减法，自拟 ６ 首“柴

胡饮”类方［１］８４０（见表 １）。 “柴胡饮”类方比小柴胡汤增加应

用养血（芍药、当归、熟地、生地）、理气（陈皮）的药物，却未

有应用大枣。 大枣在《新方八阵》方剂中多用作丸剂辅料，
少有用于汤剂煎剂。 “柴胡饮”类方中的数字对应河图中的

五行关系，以说明其散表的作用［７］ 。
２． １　 一柴胡饮

以一为数，“天一生水” ［７］ ，水属寒凉，寓意寒散或凉散

之剂。 方中保留小柴胡汤的柴胡、黄芩、甘草，减去辛温之半

夏、生姜及甘温之人参、大枣。 黄芩苦寒泄热，配伍芍药、生
地、陈皮，针对治疗热胜有火之寒热往来之证。
２． ２　 二柴胡饮

以二为数，“地二生火” ［７］ ，火性温热，寓意温散之剂。
方中保留小柴胡汤的柴胡、半夏、生姜、甘草，减去苦寒之黄

芩及甘温之人参、大枣，配伍大辛而温的细辛及行滞通降的

陈皮、厚朴，针对治疗寒胜无火等风寒之证。
２． ３　 三柴胡饮

以三为数，“天三生木” ［７］ ，木对应肝，肝藏血而从血分，
寓意补而兼散之剂。 方中保留小柴胡汤中的柴胡、生姜、甘
草，减去苦寒之黄芩、辛温之半夏、甘温之人参、大枣，配伍芍

药、当归、陈皮，针对治疗因平素阴血不足而感受外邪时不能

外达解散者。
２． ４　 四柴胡饮

以四为数，“地四生金” ［７］ ，金对应肺，肺主气而从气分，
亦寓意补而兼散之剂。 方中保留小柴胡汤的柴胡、生姜、人
参、甘草，减去苦寒之黄芩、辛温之半夏、甘温之大枣，配伍当

归，针对治疗因平素正气不足之无力抵抗外邪者。
２． ５　 五柴胡饮

以五为数，“天五生土” ［７］ ，土对应脾胃，为后天气血生

化之源，寓意散而兼补之剂。 方中保留小柴胡汤的柴胡、甘
草，配伍当归、芍药、熟地、白术、陈皮，针对治疗因平素脾胃

化源不足而感受外邪者。
２． ６　 正柴胡饮

以正为名，正而不偏，气血阴阳相对平和，寓意平散之

剂。 方中以三柴胡饮为基础方，将当归易为防风。 张介宾认

为防风“气平散风” ［１］１５３９，能直接发散外邪［１］１５８７。 正柴胡饮

主要针对血气平和时感受外邪者而用［１］１５８７－１５８８。

表 １　 小柴胡汤与张介宾“柴胡饮”类方组成在《妇人规》中的应用比较

散阵方剂 小柴胡汤相似药物组成 柴胡饮类方其他组成 热入血室 产后发热

小柴胡汤 柴胡 生甘草 生姜 黄芩 半夏 人参 大枣 － － － － － － － － ■ －

一柴胡饮 柴胡 生甘草 － 黄芩 － － － 陈皮 芍药 － 生地 － － － ○ ■ ■

二柴胡饮 柴胡 生甘草 生姜 － 半夏 － － 陈皮 － － － 厚朴 细辛 － ○ － －

三柴胡饮 柴胡 炙甘草 生姜 － ○ － － 陈皮 芍药 当归 － － － － － ■ ■

四柴胡饮 柴胡 炙甘草 生姜 － － 人参 － ○ － 当归 － － － － － ■ ■

五柴胡饮 柴胡 炙甘草 ○ － － － － 陈皮 芍药 当归 熟地 － － 白术 － － ■

正柴胡饮 柴胡 生甘草 生姜 － － － － 陈皮 芍药 － － ○ － － 防风 － ■

注： ○为方中主要随症用药；二柴胡饮未有应用于《妇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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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柴胡饮类方求汗于血，以散血室受邪

《妇人规》“散阵”新方均为“柴胡饮”类方，包括一柴胡

饮、三柴胡饮、四柴胡饮、五柴胡饮、正柴胡饮（未有应用二

柴胡饮），用于热入血室、产后发热。 张介宾在《伤寒典·论

汗》提到：“夫汗本乎血，由乎营也，营本乎气，由乎中也，未
有中气虚而营能盛者，未有营气虚而汗能达者。”他强调“女
子体阴以血为用” ［２，８⁃１３］ ，经行期间或产后初期，气血骤少，妇
人血室空虚，此时感受外感之邪，则阴血相对消耗，无以充足

化生汗液以解表。 因此“柴胡饮”类方在小柴胡汤基础上，
增用芍药、当归、熟地、生地等药物，除了养血补血，其主要作

用“求汗于血”，通过充养阴血，使汗液生化有源，配合散表

药物，达到发汗解表散邪目的。
３． １　 柴胡、生白芍、陈皮为核心药组

柴胡、生白芍、陈皮为《妇人规》“散阵”新方核心三味药

组，张介宾喜用柴胡解表，认为柴胡味苦微辛而性微寒，其性

凉能解血室受热［１］１５３８。
张介宾将芍药分为白芍药、赤芍药，提到生用、炒用使得

药性有一定的不同［１］１５４７。 本文在统计用药频次时，如原文

无特别列明，均假设芍药为生白芍。 生白芍在“柴胡饮”类

方三味药组作用可归纳为三点：（１）生白芍“性沉阴，故入血

分” ［１］１５４７，可引柴胡及其他药物入血分以助散邪；（２）生白芍

性凉，有兼清血分热的作用；（３）生白芍“微酸而收”，张介宾

提到血虚感外邪时因阴虚而致津液减少，津液少则不能化汗

解表［１］９６１；生白芍一方面“酸甘化阴”有助补阴敛阴，另一方

面与柴胡相配，一收一散，制约柴胡泄利之性，使其在微泻

热、散外邪之余不致过度耗伤阴血本已空虚的血室。
陈皮为理气药，相配有助通利生白芍微酸收敛引起的胀

滞，在四柴胡饮加减法中亦有提到“如胸膈滞闷者，加陈

皮” ［１］１５８７。 陈皮本多用于“和阵”新方，用于“散阵”新方，实
取其味辛能“通达上下，表里俱宜” ［１］１５６３，增加散邪之效［８］ 。
３． ２　 养血药物选用四物汤加减

张介宾除了应用生白芍酸甘性凉以养阴血生化汗外，在
“柴胡饮”类方中亦分别应用当归、熟地、生地等养血药物。

当归用于三柴胡饮、四柴胡饮、五柴胡饮。 当归养血能

行，一方面补养经行期间血室气血不足，另一方面“气轻而

辛，佐以柴胡，有助解营虚表邪” ［１］１５４６，但对于血室受邪兼有

内热（即一柴胡饮），或产后不虚而血室正开受邪（即正柴胡

饮），则少用当归。
熟地用于五柴胡饮，配伍当归、生白芍，针对产后气血耗

损程度明显，脾胃无以化水谷精气为血，化源不足而致的感

邪发热。 熟地、当归，一静一动，达到补血濡养脏腑而不腻

滞［１４］ ，多补微散。 主方未见川芎，考虑川芎多散少补，容易动

血，不宜进一步耗散本已不足之气血；但在加减法中提到“头痛

者，加川芎”［１］１５８８，可见对于血室受邪者仍然可以灵活运用。
生地用于一柴胡饮，针对经行期间或产后感受外邪兼有

内火，症见发热重而恶寒轻者。 生地一方面配生白芍养阴血

以化汗，助柴胡外散表邪，一方面配黄芩加强清热凉血作用，

在“求汗于血”之余并能凉血，因此一柴胡饮有“凉散” ［１］９７８

方剂之称。
张介宾治病强调“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

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

泉不竭” ［１］１５７５。 血为阴，气为阳，在四柴胡饮、五柴胡饮均应

用益气药物，气中生血。 不同点在于四柴胡饮针对素体元气

不足、血室空虚而受邪，此时难以托邪而出，须用人参培助元

气调气分［１］１５８７，兼能助当归补血化汗［１］１５３５。 五柴胡饮针对

脾胃中气不足生化气血无力，用白术“益气和中，补阳生血，
益津液” ［１］１５３６，调整脾胃气机，助熟地、当归养血而不滋腻，
培血气以化汗。
３． ３　 散表药物选用柴胡、生姜、防风

“柴胡饮”类方除了应用柴胡、生姜散表外，亦有应用防

风。 张介宾认为柴胡性凉而散，能解伤寒邪热、寒热往

来［１］１５３８，并根据经行期间血室感受外邪的寒热、气血偏虚的

表现，配伍不同用药。 生姜为药食同源之物，药性相对平和，
适用于体质偏虚而感表邪者，能助发汗让表邪外达解散。

防风用于正柴胡饮，或在外邪较盛时佐而用之。 张介宾

认为防风“气平散风” ［１］１５３９，评为“风药中之润剂”，可在产

妇气血充足的情况下直接应用，发散较甚之外邪［１］１５８７。 针

对产妇如气血本无虚、强壮气实而感受寒邪，属产后不虚者

可配伍生姜，为“平散”之方［１］９７９。
《妇人规》治疗妇人血室受邪未有应用二柴胡饮，原方

针对治疗寒胜无火等风寒之证，组成未有养阴生血之品，未
能化血为汗；方中性温的半夏、细辛、厚朴，在阴血不足的情

况下，不宜强汗［１４］ ，以免加重病情。 因此建议以三柴胡饮、
四柴胡饮为基础加减应用。
３． ４　 产后受邪发热应散得散

产后受邪发热与热入血室相似，不同点在病发于产后，
在产后之时感受外邪而发热。 张介宾对刘完素提出的“产
后不可汗”观点甚有保留［１５］ ，认为病邪应散得散，不能一概

而论。 产后受邪发热应用之“散阵”新方中，除了保留治疗

经行热入血室的一柴胡饮、三柴胡饮、四柴胡饮，亦有五柴胡

饮、正柴胡饮（见图 １），分别针对产后失血多虚或产后正气

不虚感邪时而应用。

图 １　 柴胡饮类方在《妇人规》热入血室及

产后发热的应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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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当代医家对柴胡饮类方的应用

正柴胡饮是近代最为人广知的“柴胡饮”类方，取其“平
散”特点，专治风寒感冒，已被纳入“全国中医医院急诊科室

首批必备中成药” ［１６］ ，其他“柴胡饮”类方则较少被作为专

方研究。
张振彪［１７］ 、姜林芬［１８］ 、罗原［１９］ 虽以小柴胡汤加味为名

治疗经期感冒，但加味用药中多包括防风、白芍、陈皮、白术

等，可见其整体方药主要组成均有“柴胡饮”类方用药之意。
此外，“柴胡饮”类方不仅应用于血室空虚受邪，蒲霞［２０］以三

柴胡饮加减治疗产后内伤发热，国医大师段富津［２１］ 亦有应

用三柴胡饮加减治疗血室瘀热兼有气血虚弱之经行内伤发

热。 对于“柴胡饮”类方治疗血室空虚（经行或产后）出现的

内伤发热，其具体应用方法值得进一步挖掘分析。

５　 结语

张介宾在《妇人规》采用自创“散阵”新方“柴胡饮”类

方治疗妇女血室受邪，其思路总结如下：（１）经产为女性生

理特点，张介宾强调“女子体阴以血为用”。 经行或临盆产

后受邪时，要顾及阴血本已不足，属于血室空虚受邪之“内
伤外感”，不可单纯应用一般解表剂散表，避免发散太过而

进一步耗损阴血；（２）血室空虚受邪，宜补而兼散，应用“柴
胡饮”类方，以柴胡、生白芍、陈皮为核心药组，通过应用养

血药物，一方面补养阴血之不足，另一方面“求汗于血”，使
汗能生化有源，配伍平和散表药物助以散邪；（３）张介宾治

疗妇女疾病尤其重视气血寒热变化，须辨悉妇女或产妇体质

加减应用药物散表，体现《新方八略·散略》“但用散之法，
当知性力缓急，及气味寒温之辨，用得其宜，诸经无不妙也”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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