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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德西教授治疗杂病“三味”方简析

张文宗１　禄保平１　指导：毛德西２

（１河南中医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２；２河南省中医院毛德西名医工作室，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　毛德西教授临证从医兼收各家之长，尤深受经方的影响，用经方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善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临床用
药抓主症、选主方、用主药，用药简廉，而疗效颇佳，发挥了经方简、便、廉的特长，是对经方的继承和发挥，其三味方来源于经方，

又不同于经方，临床活人无数，现对毛德西教授临床常用三味方给予整理、分析，以备同道治病救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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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德西教授为河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研究
生导师，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

导老师，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指导老师，河南省中医事

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从事中医内科工作５０年，学验
俱丰，临床善于“抓主症、选主方、用主药”。在选方用

药方面，以《内经》“君一臣二”为宗旨，发挥经方遣药

之义［１］，临证用药多以三味为君臣药，故称“三味”方。

主药明确，方证合拍，随证加减，疗效显著。笔者有幸

师从毛德西教授，侍诊其身，耳濡目染，受益良多。今

就毛德西教授治疗杂病“三味”方简析如下，以飨读

者。

１　大黄、附子、川楝子（疝气化瘀汤）
此方取大黄附子汤义，为相反形成之配伍；又参考

《止圆医话》治疝方，罗云：“以附子、大黄加入普通治

疝气之药中（即罗氏所用川楝子方），速收特效，此治

外疝之经验谈也。”毛老除用于疝气外，还将此“三味”

用于盆腔炎、慢性结肠炎、睾丸炎、前列腺疾患等，凡见

小腹坠胀，隐隐作痛，湿热互结者，每收疗效。

２　砂仁、黄柏、甘草（封髓丹）
此三味为古方封髓丹，是治疗梦遗早泄的良方。

当代著名中医蒲辅周将此方用于口腔溃疡，效果良好。

他说：“封髓丹乃补土伏火之剂，土虚则水中之阴火无

所抑制，便上炎而发为口疮。”是方以砂仁醒脾培土，黄

柏清泄阴火，甘草和中清热，毛老常加入肉桂、干姜、牛

膝以引火归元，于平淡中取效。

３　浮小麦、霜桑叶、地骨皮（清热止汗散）
毛老对于汗症，不论是气虚自汗，或是阴虚盗汗，

都首选此三味，名曰“清热止汗散”。气虚自汗合用玉

屏风散；阴虚盗汗合用二至丸加知母、黄柏。若是产后

大汗不止，则加入麻黄根、炮附子，以温阳增卫气，固表

止阴耗［２］。

４　青蒿、白薇、银柴胡（退热散）
此三味是毛老治疗低热经验方“青白退热散”之

主药。青蒿以清解阴分热见长；白薇长于清肺热，也是

退阴分虚热之要药；银柴胡清肝经虚热［３］。三味合用，

以治夜热早凉、低热绵绵、舌苔不厚，脉象细数为应用

指证。若舌苔厚腻，舌质红赤，可加升降散治之。

５　桂枝、茯苓、白术（温阳化饮汤）
此三味有温阳健脾化饮的功效。取之于张仲景苓

桂术甘汤和桂枝茯苓丸等方义［４］。桂枝配茯苓，温阳

化饮，加入白术，以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毛老常将此三

味用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盆腔炎、慢性胃炎、慢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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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等，舌苔白润口不渴者，具有温化三焦水湿的功效。

６　橘核仁、橘叶、橘络（通络散结散）
此三味均取之于橘，均以疏肝理气见长。橘核仁

理气的作用大于橘叶；而橘叶“散阳明、厥阴经滞气”

（《本草纲目拾遗》）为长，橘络作用缓和，善于舒理中

焦气滞，有化痰湿之功［５］。三味合用，以疏肝理气、通

络止痛、散结消胀为目的，常用于甲状腺结节、乳腺增

生、子宫肌瘤，或身体某处有囊肿及赘生物者。

７　白鲜皮、地肤子、徐长卿（除风止痒剂）
毛老常将此三味用于皮肤瘙痒症。白鲜皮为清热

燥湿止痒剂，地肤子为祛风除湿止痒剂，徐长卿为祛风

止痛剂，对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三味协同，为治疗皮

肤痘疹瘙痒之常用方［６］。但在应用时，应在辨别证候

性质的基础上，针对体质的偏颇，选用方药，然后加入

除风止痒剂三味，其效更为显著。

８　熟地黄、生麻黄、白芥子（补肾通络饮）
此三味为阳和汤的主药。熟地黄补肾增髓，生麻

黄与白芥子辛温通络开窍，特别是搜细络之风痰，是其

他药难于比配的。毛老用此三味，以治疗下肢寒滞细

络，肾髓不充，如下肢静脉曲张、糖尿病足、风湿病、足

跟痛等，以下肢疼痛、麻木为主症者，熟地黄用量可达

３０ｇ，白芥子用量１０～１５ｇ，生麻黄用量５ｇ为宜。
９　青风藤、海风藤、络石藤（三藤汤）

此三味皆可祛风湿、通经络。青风藤善通一身之

经络，络石藤善通一身之筋脉，海风藤善祛一身之风

湿，三味合力，共奏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消除郁胀之

效［７］。毛老用于风寒湿痹，症见腰膝酸软，关节肿胀，

筋脉拘挛，屈伸不利等；三味还可煎煮外洗，以助药效。

１０　绞股蓝、银杏叶、生山楂（化瘀降脂饮）
绞股蓝在民间用于清热解毒、凉血消炎，用来治疗

痈疽肿毒，肺痨咳血等，而近年来发现有降血脂、降血

压、调节心律、改善血液循环等作用；银杏叶亦有降血

脂、降血压作用；生山楂活血降血脂功效明显。三味合

用，沸水冲泡，频频饮用，有降血脂、降血压、化瘀之功，

为民间常用验方。

１１　大枣、小麦、珍珠母（麦枣珍珠散）
此方取自经方“甘麦大枣汤”，以珍珠母代甘草，

以增强镇静安神的功效［８］。用于抑郁症，以及失眠、心

悸等。大枣与小麦甘平，养心安神，但取效较慢，珍珠

母对于心神不宁、惊悸不安者，具有平肝镇静作用，起

效较快。如果说大枣、小麦以“养心”为主，那么珍珠

母就是以“镇静”为主，两相配合，安神尤良。

１２　大贝、玄参、生牡蛎（消瘰散）
此三味为清代程钟龄之消瘰散［９］，原方用于瘰疬，

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之效。毛老用其义，扩大用于淋

巴结肿大、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皮下囊

肿、脂肪肝等。常加入夏枯草清热散结，天门冬滋阴软

坚，生麦芽疏肝散结。

１３　桉树叶、瞿麦、半枝莲（泌尿三味饮）
此方是毛老学习马瑞亭先生经验方而得来。马先

生发现桉树叶对于泌尿系感染有特殊效果，云“桉树叶

有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之功效”，毛老配以瞿麦、半枝

莲清热散结，用于急慢性肾盂肾炎、膀胱炎、前列腺炎

等，远比导赤散等方效果好。毛老云，这是前辈人留给

后人的宝贵经验，应当认真学习、应用。

１４　玫瑰花、灵芝、岷当归（美容三味酒）
此三味为毛老常用的美容三味酒，常用量为玫瑰

花１５ｇ，灵芝１５ｇ，岷当归１５ｇ，或加入丹参１５ｇ，茯苓
２５ｇ。取黄酒５００ｍＬ，浸泡１５ｄ为宜。５０ｍＬ／ｄ，加热
饮用。有润肤活血、美容祛斑、淡化湿浊的作用。用于

多例面色黄褐者，一般在１个月左右见效。用红葡萄
酒浸泡亦可，但不宜用白酒浸泡。

１５　胎盘、贝母、地龙（胎盘贝龙粉）
此三味为毛老治疗哮喘的经验方。胎盘粉３０ｇ，

贝母３０ｇ，地龙１５ｇ。共研细末，每次取３ｇ，温开水冲
服，３次／ｄ。痰热者，用浙贝母；痰湿者，用川贝母。痰
盛者，可与鲜竹沥液同时服用。但有对地龙过敏者，请

注意观察修正。

１６　柴胡、升麻、枳实（三味升压汤）
此三味为升发阳气之主药。李东垣常用柴胡、升

麻升举阳气，而枳实为宽中下气之药，“宽中下气，枳壳

缓而枳实速也”，但从辨证角度看，只有浊气下降，清气

才能升举，这就是有些人不明白枳实能升压的缘

故［１０］。柴胡、升麻用量宜小，枳实量应大于升、柴。

１７　白附子、白芥子、白僵蚕（三白解语散）
古代医家治疗中风之语言蹇涩常取此三味，用以

祛风邪、解痰郁、通络脉。如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

的解语汤［１１］，白附子祛风通络，白芥子祛痰通络，白僵

蚕散结通络，且三味均可通达细络，不但可以缓解语言

蹇涩，还可以通络止痛，用于三叉神经痛、头风痛、牙痛

等。应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以防过量伤气耗阴。

１８　桃仁、红花、甘草（桃红甘草饮）
此三味是毛老治疗慢性咽炎的常用方药，取自王

清任会厌逐瘀汤［１２］。以活血化瘀、清热利咽为组方之

义。毛老指出，慢性咽炎必有“瘀”，不是一般清热解

毒所能为，对于常用抗生素或苦寒药的慢性咽炎者，可

加入麦冬、天冬、桔梗、射干等，或加牛膝、肉桂引火归

源，其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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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川椒目、瓜蒌皮、白芥子（椒目瓜芥散）
此方用于渗出性胸膜炎，以痰液白黏稀薄不成块，

伴有胸痛者。川椒目辛温通络逐痰，瓜蒌皮宽胸利气，

研究认为还有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的

作用；白芥子利皮里膜外之水。三味合力，可以入于细

络利气搜痰，非一般化痰药可比。

２０　夏枯草、谷精草、川芎（清头散）
此三味以清头目，散结止痛为主功。夏枯草以清

肝火、散郁结为主，是治疗头痛目赤之要药；谷精草“谷

田余气所生”，以疏散头部风热，通痹止痛见长；川芎

“搜肝风，补肝血，润肝燥”，是活血行气、祛风止痛之

要药。三味配伍，具有清头目、散郁结、除风热之功效，

常用于肝经风热之头痛、目赤肿痛，起效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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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附１－３．

［４］刘彦玲，徐光星．苓桂术甘汤研究文献分析［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３６（５）：６００－６０２．

［５］崔国静，刘芳，贺蔷．橘叶、橘络、橘核的的性状与药用价值［Ｊ］，首都

医药，２０１３，３（１）：４４．

［６］刘文辉，赵桂芝，陈莉等．地肤子皮肤病应用概述［Ｊ］．辽宁中医药大

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２（５）：２５３－２５５．

［７］李钊伟．五子三藤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床观察［Ｊ］．上海中医药杂

志，２０１３，４７（４）：５９－６０．

［８］何任．《金匮》名方甘麦大枣汤［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５

（３）：３０５－３０７．

［９］夏公旭．新加消瘰汤［Ｊ］．江苏中医药，２０１１，３５（５）：２１．

［１０］李露露．李东垣升阳法之研究概述［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１，３

（１０）：８１－８２．

［１１］钱旭武，蒋婴，张冉，等．浅论《医学心悟》药对运用［Ｊ］．中医药信

息，２０１２，２９（３）：１２０－１２１．

［１２］王尊状．会厌逐瘀汤临床运用举隅［Ｊ］．云南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３３

（１２）：４５－４６．

（２０１３－１２－１０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世界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暨换届大会在南京召开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８—２０日，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

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药科大学）共同主办，安捷伦科

技有限公司、南京圣和药业有限公司共同协办的“世

界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暨换届大

会”在南京成功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奥地利、德国、美

国、荷兰、英国、加拿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的３００余位专家和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李振吉副主席，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曹洪欣司长，中国工程院姚新生院士、丁健院

士，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肖诗鹰副主任，国家

药典委员会钱忠直处长，欧洲药典委 ＧｅｒｈａｒｄＦｒａｎｚ主
席，中医药规范研究学会（ＧＰ－ＴＣＭＲＡ．）会长、奥地
利Ｇｒａｚ大学ＲｕｄｏｌｆＢａｕｅｒ教授，中国药科大学来茂德
校长，中国药科大学天然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李萍主

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学术部邹建华主任，安捷伦

公司赵颖总经理等领导及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的开幕

式。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换届

会由世界中联学术部主任邹建华教授主持。上届会长

果德安研究员仍全票通过被选举为继任会长，继续主

持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上海药物所吴婉莹研

究员当选为本届秘书长；来自全世界各地的１３名副会
长、４０名常务理事与９４位理事也同时当选。

本次大会收到学术论文１６０篇，经修改、审定，汇
编为《世界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大会论文集》。大会通过主题演讲、学术报告、专题演

讲、学术讨论、海报展示等多种形式进行学术问题的探

讨与交流，内容涉及“化学与质量”“药理与毒理”“临

床研究与系统生物学”“法规事务与新药开发”等多

个议题。参会专家紧扣主题，以不同的专业视角，展开

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学术讨论，反响热烈。本次大会成

为海内外中药分析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与会境外

代表最多的高端专业盛会。

为鼓励在中药分析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中

药分析专业委员会为钱忠直教授等颁发了特殊贡献

奖，以激励广大同仁积极工作。

本次会议国际化程度和学术水平高，得到了各级

领导和专家们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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