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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近现代名老中医及临床专家临床应用桑叶经验的总结，发现桑叶的临床常用剂量为３～６０ｇ，总体来看，小
剂量（３～１５ｇ）多用于疏风散热以治疗发热、咳嗽、咽痛等肺系、官窍疾病（上焦病），大剂量（１５～６０ｇ）多用于平肝、止汗、
降血糖等中下焦杂病的治疗。个别案例因医家经验的差异而有所出入；桑叶除具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的功效

外，尚可凉血、止汗、止崩。可用于咳嗽、发热、咽痛、自汗、盗汗、崩漏、糖尿病、肥胖、结膜炎、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等多种

疾病的治疗。且在治疗不同的疾病时，其所配药物及所用剂量均有所不同。桑叶在用于治疗肺系、官窍疾病时，多同连

翘、薄荷、菊花、桔梗等辛凉轻清之品相配；用于治疗肝系疾病时，多同菊花、天麻、女贞子、墨旱莲等滋阴熄风之品相配；用

于降糖时，多同黄连、知母、赤芍等苦寒之品相配；用于止汗时，多同五味子、黄芪、麦冬等固表敛汗之品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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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临床所用桑叶为桑科植物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
的干燥叶，初霜后采收，除去杂质晒干后使用。味

甘、苦，性寒，归肺、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

清肝明目的功效，可用于治疗风热感冒，肺热燥咳，

头晕头痛，目赤昏花。药典建议剂量为５～１０ｇ［１］。
现代研究表明，桑叶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脂肪、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和钙、铁、锰、锌等矿物质，且富含人

体所必需的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及丰富的纤维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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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发现，桑叶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清除氧自由

基、抗感染及抗病毒、导泻通便、保护肠黏膜和减肥

的作用，其药理活性与防治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

样硬化、肥胖等慢性病及延年益寿密切相关［２］。

不同的临床用量及配伍会使桑叶的临床效用有

所不同，如《本草撮要》所言：桑叶“得麦冬治劳热；

得生地黄、阿胶、石膏、枇杷叶治肺燥咳血；得黑芝麻

炼蜜为丸，除湿祛风明目。以之代茶，取经霜者，常

服治盗汗，洗眼去风泪”。亦如孙朝宗教授所言：

“少用则清肺，多用则平肝泻肝”［３］。现通过汇总近

现代名医专家的临床案例，发现桑叶除疏散风热、平

抑肝阳的作用外，亦可止汗、止崩、降血糖，可用于咳

嗽、发热、咽痛、自汗、盗汗、崩漏、糖尿病、结膜炎、三

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且在治疗

不同的疾病时，其所配药物及所用剂量均有所不同。

１　桑叶的临床效用
１１　疏风清热，平抑肝阳

现代《中药学》将桑叶列为疏散风热药，强调其

轻清宣散的作用［４］。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曾指

出：“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故桑叶善

平肝风；春乃肝令而主风，木旺金衰之候，故抑其有

余。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故亦走肺络，而宣

肺气”。其所创桑菊饮便是典型例证，这也是现在对

桑叶药效的主流认识。桑叶秉其轻清宣散的特性，

以及疏散风热、平抑肝阳的功效，广泛用于咳喘、发

热等肺系疾病，头痛、眩晕等肝系疾病，咽痛、眼痛等

官窍疾病，麻疹、疱疹等皮肤疾病的治疗。

１１１　五官病　张子兴教授常用自拟清热消风洗
剂（桑叶、金银花、蒲公英、羌活、防风），煎汤熏洗，

治疗急性结膜炎，其中桑叶用量为２０ｇ［５］。李宗智
教授曾用桑叶配连翘、青葙子、土茯苓、泽泻、黄芩等

药治疗外感风热、邪火内盛之病毒性角膜炎，其中桑

叶用量为１２ｇ［６］。姜良铎教授常用桑菊饮、银翘散、
小柴胡汤等方单用或合方以治疗梅核气，其中桑叶

用量多为１５ｇ［７］。刘德荣教授常用桑叶配薄荷、蝉
蜕、桔梗等疏风清热之品治疗急性喉喑，其中桑叶常

用量多为１２ｇ［８］。王文济教授常用桑叶配桔梗、玉
蝴蝶、浙贝母、炒杏仁、薄荷、蝉蜕等辛凉轻清之药治

疗失音，其中桑叶用量多为９ｇ［９］。谢强教授认为春
季气候干燥，地面粉尘上扬，城市上空常有大量“飘

尘”，其中的有害颗粒可严重刺激上呼吸道黏膜，使

得城市居民患上呼吸道炎性反应者较多，尤以干燥

性鼻炎最为常见。谢强教授认为，此类“飘尘”类似

“温燥”邪气，最易侵及鼻窍，致使人体气燥津枯、清

窍失利而为病，常用清燥救肺汤加减治疗，其中桑叶

用量常为１０ｇ［１０］。仝小林教授常用桑叶配升阳散
火汤、升阳益胃汤（柴胡、羌活、独活、葛根等药）发

散火郁，用于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咽炎、手足

烦热等病证，其中桑叶用量多为９ｇ。
１１２　皮肤病　陈学达教授曾用芍药甘草汤配桑
叶、牡丹皮等药治疗带状疱疹，其中桑叶疏风清热，

用量为６ｇ。陈教授提出“从肝论治”带状疱疹的独
到见解，认为本病的发生是由于素体肝阴亏虚，适逢

毒热邪气入侵，致使少阳胆气不利，郁热发于肌表而

成［１１１３］。孙书玉教授曾用桑菊饮加减治疗麻疹，其

中桑叶量多为１０ｇ［１４］。
１１３　肝系病　孙朝宗教授临证多重用桑叶３０～
６０ｇ治疗肝风乖张所致之目昏脑胀、耳鸣头摇、项强
抽搐［４］。连建伟教授认为桑叶配菊花可疏风清热平

肝，且无劫烁肺液之弊，可用于治疗眩晕、咽痛等病，

其中桑叶用量多为６～１２ｇ［１３］。刘书杰常用自拟清
脑沐方（桑叶、菊花、薄荷、天麻、僵蚕、当归、赤芍）

治疗多种原因引起的头痛，如血管性头痛、外伤性头

痛、神经性头痛等，其中桑叶用量多为１０ｇ［１４］。周
信有教授常用桑叶配补肾潜阳之品治疗原发性高血

压，其中桑叶用量多为９ｇ［１５］。仝小林教授常将代
谢性高血压分为“痰、热、水、瘀”四“态”，其中因痰

浊内蕴所致的代谢性高血压，仝教授常以降黏降压

为法，用桑叶、沙苑子、红曲等作为“靶药”治疗，其

中桑叶用量多为９～３０ｇ［１６］。罗克聪教授曾用桑叶
配蜈蚣、全蝎、土鳖虫、天麻等药治疗三叉神经痛，其

中桑叶用量为１５ｇ。罗教授认为与外伤有关的继发
性三叉神经痛，多因气血瘀阻经络，不通则痛。风邪

趁虚窜扰经络，则口眼歪斜，张口不利。其中桑叶轻

清升散，载药上行而祛除头面风邪［１７］。施今墨老先

生常以清热疏风、滋阴安神为法，用桑叶配蔓荆子、

谷精草、生地黄、酸枣仁等药治疗不寐证，其中桑叶

用量多为９ｇ［１８］。
１１４　肺系病　发热：常用桑叶配浙贝母、杏仁、竹
茹、连翘等药治疗肺经风温病。魏长春老中医曾用

桑叶配菊花、僵蚕、蝉蜕等药治疗变态反应性败血症

所引起的持续高热，其中桑叶用量为９ｇ［１９］。林沛
湘教授常将桑叶、菊花、前胡、桔梗等辛凉轻清之药

用于神昏、高热等重病的后期调治。亦直接用于外

感过后，风邪未去，肺系郁闭所致之咳嗽，其中桑叶

用量多为１０ｇ［２０］。
咳喘：李素云教授常以半夏类方、桑叶类方、柴

胡类方、桑白皮类方、地黄类方治疗各类咳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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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叶类方以疏风散热、清肺润燥的桑叶为主药，适用

于以咳而少痰，咽痛，鼻塞声重，有黄稠涕，汗多，口

干，舌尖红，苔薄而干为临床表现的的肺经风热型咳

嗽［２１］。吴智兵教授用桑菊饮治疗风温侵袭肺卫所

致之咳嗽时，桑叶用量常为１２ｇ；治疗３岁小儿高热
惊厥时，桑叶用量常为８ｇ；治疗肾病综合征（肺失通
调）所致之水肿时，桑叶用量常为１０ｇ［２２］。关幼波
教授常用桑叶配杏仁、草河车、生地黄、炒知母、炒黄

柏、麻黄等药治疗各型咳嗽，其中桑叶用量多为

１０ｇ［２３］。严继林教授常用桑叶连贝散（桑叶、连翘、
浙贝母、茯苓、陈皮、竹茹、焦山楂、淡豆豉、甘草）治

疗风热咳嗽，其中桑叶量多为１０ｇ［２４］。杨振邦教授
常用百蝉止咳方（桑叶、荆芥、蝉蜕、沙参、天花粉、木

蝴蝶、射干、青黛、百部、枳壳、川芎、甘草）治疗喉源

性咳嗽，其中桑叶用量多为９ｇ［２５］。张云洲教授常
用桑杏二甲汤（沙参、桑叶、杏仁、鳖甲、龟甲、蜈蚣、

辛夷、白芷、射干、浙贝母、砂仁、鸡内金）治疗风痰阻

窍型小儿内伤咳嗽，用桑杏理肺饮（桑叶，杏仁，沙

参，淡豆豉，炒栀子，前胡，炒枳壳，炙百部，炙枇杷

叶，佛手）治疗小儿风热咳嗽轻证，用石桑清肺汤

（生石膏，炙麻黄，桑叶，杏仁，青蒿，桔梗，蒲公英，前

胡，炒枳壳，射干，浙贝母，砂仁）治疗小儿风热咳嗽

重证。其中桑叶常用量多为１０ｇ［２６］。治疗外感咳
嗽时重在宣肺清热，常用桑菊饮加减治疗。马智教

授常用清燥救肺汤治疗燥热伤肺所致之干咳，其中

桑叶用量多为１０ｇ［２７］。曾用清燥救肺汤加蝉蜕、白
僵蚕、地龙等药治疗燥热型支气管哮喘，其中桑叶用

量为１０ｇ。
肺癌：孙光荣教授认为肺癌及肺癌切除术后，多

表现为气阴两虚证。气阴两虚贯穿疾病的始终，益

气养阴是其治疗大法。常用桑叶配人参、黄芪、麦冬

等益气养阴之品及山慈菇、白花蛇舌草等清热解毒

之品治疗，其中桑叶常用量多为１０ｇ［２８］。熊墨年教
授治疗肺癌多从脾胃着手，治瘤而不拘于瘤，提倡

“带瘤生存”。曾用桑叶、杏仁等宣肺止咳之品配合

炒白术、茯苓等健脾祛湿之品治疗肺癌所引起的咳

嗽、咽痒，其中桑叶用量多为１５ｇ。
１１５　其他疾病　王安康教授常用首乌延寿丹治
疗肝肾不足型心脑血管疾病、慢性肝肾疾病、颈腰椎

病、疲劳综合征、神经衰弱、男性病等。方中桑叶配

合牛膝、金银花、莶草活血行水，泻热降浊。其中

桑叶常用量为１０ｇ［２９］。
林功静教授曾用桑叶配合其他清热化痰熄风及

滋补肝肾之药，治疗一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症并发

心包积液１例，其中桑叶用量为１０ｇ。林教授指出
该病虚实夹杂，既不可扶正而留邪，又可邪而不伤

正。治疗上寓补于疏，先用桑叶、菊花、白薇、牡丹皮

等药平肝清热化痰，再用女贞子、补骨脂、肉苁蓉等

药补益肝肾［３０］。

何炎遷教授曾用清燥救肺汤治疗一例由于久病

肺肾极虚，复感温邪化火，使得肺叶焦枯，化源将绝，

邪热内迫心营所致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发作，

其中桑叶用量为１２ｇ［３１］。
１２　止汗妙品　关于桑叶止汗的记载首见于《神农
本草经》———“叶主除寒热

!

汗”。但自《神农本草

经》以降，很少有著作言及桑叶止汗的作用。直到南

宋，《夷坚志》中载有一案，提到了桑叶止汗的作用。

之后在《丹溪心法》《石室秘录》等著作中也相继提

到了桑叶止汗的作用，陈士铎更是在《石室秘录》中

将其称为“止汗之妙品”。《辨证录》中用桑叶配五

味子、黄芪、麦冬组成敛汗汤。《傅青主男科》亦取

桑叶补阴生血之妙，用其治盗汗、出汗、夜卧常醒等

症。《本草撮要》亦言：“桑叶…以之待茶，取经霜

者，常服治盗汗”。

近现代亦有众多医家用桑叶治疗自汗或盗汗，

如王琦教授认为桑叶苦寒降火，气味清香，既有疏风

之力，又有燥湿、胜湿之性，为止汗良药，可用于湿

汗、热盛汗出等证的治疗。如临床湿热蕴蒸型慢性

前列腺炎或阴虚火旺型糖尿病性阳痿患者，可见阴

囊潮湿，甚至阴汗淋漓，常加入桑叶止汗，剂量多为

１５ｇ。冯松杰教授认为用桑叶止汗时，不论自汗盗
汗，不管寒热虚实均可使用，且用量需大，至少３０ｇ，
然对于结核病引起的汗证则禁用桑叶［３２］。薛秦教

授常用当归六黄汤配合桑叶治疗盗汗，桑叶用量则

多为３～５ｇ。薛老同时指出“盗汗之治，妙加桑叶，
桑叶止汗，米饮助治”［３３］。常用五苓散加桑叶治疗

自汗或盗汗，其中偏寒者再配以黄芪、制附片、龙骨、

牡蛎等，偏热者再合入当归六黄汤。

１３　内分泌代谢病
１３１　融汇新知，用于降糖　《素问·奇病论》：
“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此五气之溢

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

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

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

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仝小林教授在此启发

下，创造性地用“脾瘅、消瘅”填补了早中期糖尿病

理论的空白。仝小林教授认为早中期糖尿病的发生

与患者嗜食肥甘厚腻密切相关，过食肥甘可使中焦

·３５０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９年４月第１４卷第４期



膏浊蕴结，久而形成“中满内热”的内环境。膏浊

（包括糖浊、脂浊、酸浊等）上溢，流注血脉，可使血

糖升高。在此理论基础上，仝小林教授结合中药的

传统药性及现代药理研究，如《本草纲目》所言：桑

叶“汁煎代茗，能治消渴”；亦如现代研究表明，桑叶

中以１脱氧野尻霉素为代表的生物碱类、桑叶黄酮
类、多糖类可通过抑制 α糖苷酶活性，促进胰岛素
的分泌，改善胰岛功能，促进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

用，增强肝糖原的量等途径，实现对血糖的调节作用

及对并发症的防治作用［３４３５］。经过多年的临床检

验，仝教授发现桑叶可有效降低血糖，常配以知母、

赤芍、黄连、天花粉、苦瓜等药协同降糖，其中桑叶的

常用剂量为３０～６０ｇ。
１３２　调节代谢，消脂减肥　《黄帝内经》把肥胖分
为肥、膏、肉３种类型，如《灵枢·卫气失常》云：“人
有肥、有膏、有肉”。陈秋教授认为脾虚与湿、痰、瘀

３种病理产物相互错杂、互为影响是肥胖发生的主
要病机，此病机贯穿肥胖的各种类型、各个阶段，治

疗上强调以“通”为用，以化痰通络、健脾利湿为主

要治法。常用自拟代谢方（生黄芪、生地黄、丹参、川

芎、生山楂、桂枝、泽泻、茯苓、生白术、陈皮、酒大黄、

生甘草）加桑叶、荷叶治疗各种肥胖，其中桑叶用量

多为２０ｇ［３６］。
仝小林教授认为血脂异常的发生多与“膏浊”

内蕴有关，在临床常用桑叶、荷叶、茵陈、苍术、山楂、

红曲、五谷虫等药消膏降浊以调控血脂，其中桑叶用

量多为９～３０ｇ［３７］。现代研究也表明桑叶可以通过
激活ＰＰＡＲα受体，来调节脂肪酸氧化过程而达到改
善ＭＳＧ肥胖大鼠脂代谢紊乱的作用［３８］。

１４　凉血止崩，女科要药　关于桑叶在女科方面的
应用，清代王学权在《重庆堂随笔》就曾言道“桑叶

…已肝热妄行之崩漏，胎前诸病，由于肝热者尤为要

药”。近代之黎烈荣教授认为更年期崩漏发生的主

要病机为肝肾阴虚，桑叶恰可清热凉血，填精益肾，

故黎教授常用桑叶治疗更年期崩漏，用量多为１５～
２０ｇ［３９］。陈惠侬教授亦认为桑叶有“滋燥、凉血、止
血”之功，故对于更年期崩漏，陈教授则常用《傅青

主女科》的老妇血崩汤（桑叶、当归、黄芪、三七）加

补肾之品治疗，效果显著［４０］。

何嘉琳教授曾用补中益气汤合保阴煎加桑叶、

玄参等药治疗因肾亏气亏虚、系胞无力，兼有阴虚

内热型晚期先兆流产胎盘低置伴宫内积血，其中桑

叶用量为１５ｇ。用寿胎丸加桑叶、生地炭等药治疗
肾气亏虚，兼有阴虚内热型宫角妊娠伴卵巢过度刺

激，其中桑叶用量为１５ｇ。用寿胎丸合茵陈蒿汤加
桑叶、续断等药治疗肾虚不固，兼有湿热伏邪的母

儿血型不合所致的系列症状，其中桑叶用量为

１５ｇ［４１］。
用含有桑叶的中药复方治疗一例湿热蕴结型痛

经，其中桑叶配金银花、栀子、黄芩、青蒿以起清热之

用，桑叶用量为 ２５ｇ。湿热之邪盘踞胞宫，气血不
畅，进而湿热与瘀血互结，造成痛经的发生。

１５　祛风凉血，可治脱发　程益春教授常用桑叶配
侧柏叶清热凉血祛风，以治疗脂溢性脱发，其中桑叶

用量多为３０ｇ［４２］。魏子孝教授常用桑叶配女贞子、
墨旱莲、黑芝麻、侧柏叶等滋补肾阴、养血疏肝生发

之品内服、外敷双管齐下，以治疗脱发，其中桑叶用

量多为３０ｇ［４３］。邱明义教授认为脱发多具有本虚
标实或虚实夹杂的特点，纠其病机有血热、血虚、血

瘀、肾虚的不同，在治疗时则以“未病先防”“秋病夏

治”为原则，以益肾养血为主要治法，兼活血、祛湿、

祛风、清热。其中桑叶可祛风、可凉血，常配伍生地

黄、牡丹皮、泽泻、女贞子、墨旱莲、桑椹等药，桑叶用

量多为１０ｇ［４４］。

表１　桑叶量效及配伍汇总

主治病证 功效 常用配伍 用量（ｇ）

肺系疾病：发热、咳嗽、咽痒、咽痛、失音、喘、肺癌等 疏散风热，清宣肺卫 连翘、薄荷、菊花、桔梗、白僵蚕、蝉蜕等 ８～６０

肝系疾病：目昏脑胀、耳鸣头摇、项强抽搐眩晕、血管性头

痛、外伤性头痛、神经性头痛、原发性高血压、三叉神经痛、

失眠等

平抑肝阳 菊花、天麻、女贞子、生地黄、全蝎等 ６～６０

五官疾病：急性结膜炎、病毒性角膜炎、梅核气、急性喉喑、

失音、鼻炎、咽炎等

疏散风热，发散火郁 薄荷、桔梗、牛蒡子、杏仁、木蝴蝶等 ９～２０

皮肤病：带状疱疹、麻疹、脱发等 疏散风热，祛风凉血 女贞子、墨旱莲、黑芝麻、侧柏叶、白芍、牡丹皮等 ６～３０
汗证：自汗、盗汗 止汗 黄芪、麦冬、五味子、煅龙牡、黄连、黄柏等 ３～３０
妇科疾病：崩漏、痛经 凉血止崩 当归、黄芪、三七、续断等 １５～２５
内分泌疾病：血糖升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肥胖 发散郁火，降糖 黄连、知母、赤芍、苦瓜等 ９～６０

·４５０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４，Ｎｏ．４



２　小结
通过对以上近现代名老中医及临床专家案例的

汇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桑叶的临床常用
剂量范围为３～６０ｇ。总体来看，小剂量（３～１５ｇ）
多用于疏风散热以治疗发热、咳嗽、咽痛等肺系、官

窍疾病（上焦）；大剂量（１５～６０ｇ）多用于平肝、止
汗、止崩、降血糖以治疗糖尿病、多汗症、崩漏等中下

焦疾病。个别案例因医家经验的差异而有所出入。

２）桑叶除具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的功效
外，尚可凉血、止汗、止崩。可用于咳嗽、发热、咽痛、

自汗、盗汗、崩漏、糖尿病、肥胖、结膜炎、三叉神经

痛、带状疱疹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且在治疗不同的

疾病时，其所配药物及所用剂量均有所不同。３）桑
叶在用于治疗肺系、官窍疾病时，多同连翘、薄荷、菊

花、桔梗等辛凉轻清之品相配；用于治疗肝系疾病

时，多同菊花、天麻、女贞子、墨旱莲等滋阴熄风之品

相配；用于降糖时，多同黄连、知母、赤芍等苦寒之品

相配；用于止汗时，多同五味子、黄芪、麦冬等固表敛

汗之品相配。桑叶量效及配伍汇总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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