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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小柴胡汤为例,从临床应用范围、组方内涵理解、剂量规范、剂型与煎服法等方面比较分析了经方在现代医学背景下

与传统中医实践中的应用差异。 提出融合经方辨证智慧,重塑中医诊疗框架;转化现代药理之果,探究经方组方之理;控制药

物质量标准,探索经方新用用量;中药煎服与时俱进,加强管控保证疗效等解决疗效存在差异的策略。 认为将传统中医的精

髓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使经方应用既保持传统特色又符合现代临床要求,不仅可提升经方对现代复杂疾病的适配性,更能为

传统医学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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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柴胡汤出自《伤寒论》,医圣张仲景首创六经

辨证,小柴胡汤为少阳病的主方[1-4] ,随着后世医家

不断对其补充发展,如今小柴胡汤在临床应用范围

极为广泛,涉及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消化和呼吸系

统疾病使用频率尤其高[5-9] 。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

影响,如古今疾病谱变化等导致现代医学背景下经

方药效未达预期[10] ,有时难达到《伤寒论》条文记载

中立竿见影之效,甚至存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
的质疑[11] 。 仝小林院士也曾提出,在临床中长期以

来中医治疗某些现代疾病疗效不佳的根本原因是传

统疾病理论认识和治疗的局限性,因此要构建新的

中医诊疗体系[12] 。 在此背景下,以小柴胡汤为例探

究经方传统应用与现代应用的差异,并制定相应策

略解决差异,以提高临床疗效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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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柴胡汤传统与现代医学背景下的应用差异

1. 1　 小柴胡汤临床应用范围异同比较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现代医学的引入,医学诊

疗模式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使小柴胡汤在临

床应用范围上出现了差异。 在传统医学诊疗模式

下,认识与治疗疾病主要依赖于医家的个人经验和

师承传统,医家通过患者可感知的症状以及医者察

知的体征,如神色、形态、舌象、脉象等[13] ,结合自身

的医学知识与经验,对这些症状和体征进行总结辨

证,以证选方,强调“证”的不同。 以小柴胡汤为例,
只要符合小柴胡汤证的病机,便可使用小柴胡汤进

行治疗,用药强调各药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以和解少

阳枢机,调畅气机升降,恢复阴阳平衡,注重整体调

态,使人体恢复平衡而消除疾病。 但随着疾病谱的

不断扩大,许多新发疾病不能与传统医学所记载的

疾病相对应,传统医学诊疗模式难以对某些异常检

查检验指标进行辨证论治。
现代医学重视诊疗的标准化、普适性,强调治疗

的一致性、可比性和可重复性,更强调病的概念,具
有诊疗指南等规范化的流程与标准,在诊断时高度

倚重可检识的指标,注重局部或微观指标、可量化指

标、客观化指标等[13] ,与传统诊疗模式相比更加客

观规范,然而遇到患者指标正常而存在不适症状的

情况则陷入无药可用的困境。 在治疗上,除了基于

传统诊疗模式对证治疗外,还主张使用药物干预疾

病的发生机制进行治疗,关注药物对疾病特定靶点

的直接作用,比如小柴胡汤在肝癌治疗中有促进线

粒体途径凋亡、调控细胞周期、逆转化疗耐药等作用

机制[14] ,这使现代医学对小柴胡汤的临床应用理解

更加深刻。 然而,如何在符合传统辨证论治的基础

上,结合现代医学对疾病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来合

理使用小柴胡汤,是现代医学背景下应用经方所面

临的重要课题。
1. 2　 对小柴胡汤组方内涵的认识差异

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
《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 《胎胪药录》 ……为《伤寒

杂病论》” [15] 。 小柴胡汤配伍比例精当巧妙,药少力

专,首先是基于仲景对药物四气五味及其功效的准

确把握。 传统医学对中药的认识是人用经验的积

累,主要依赖于历代医者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经验积

累,通过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形成了对中药特性的

深刻认识,并通过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等分类总结。
小柴胡汤中所用的药物功效也多遵循《神农本草

经》(以下称《本经》)的记载,在具体运用上仲景又

依据临床经验多有发挥,如《本经》 记载“柴胡,味
苦,平。 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

气,推陈致新” [16]20, “ 黄芩, 味苦, 平, 主诸热黄

疸……火疡” [16]90,仲景用黄芩与柴胡配伍清除少阳

经的热邪,和解少阳,不仅体现了《本经》中记载柴

胡去寒热邪气和黄芩治疗诸热的作用[17] ,还创造性

地发挥了二者和解枢机的功效。 后世医家也会根据

各自的临床经验对中药功效进行延伸扩展[18] 。
药物功效构成治疗作用的核心,还需君臣佐使

作为配伍结构的纲领,二者协同整合形成方剂。 徐

灵胎言:“药有个性之专长,方有合群之妙用” [19]22。
方剂上承理法下接药物,将中药组织成为有制之师,
这代表着从简单的单味中药治疗到中医药理论指导

的中药整合治疗的创造性飞跃。 以小柴胡汤为例,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 [20]185,
柴胡、黄芩清少阳郁热共同为君,人参、半夏、炙甘

草、生姜、大枣为臣,形成君二臣五之奇方[21] ;从四

气五味分析,柴胡苦平以和解少阳之邪,黄芩苦寒以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人参、大枣甘温以益气健脾,半
夏、生姜辛温以和胃降逆,炙甘草甘平能调和诸药;
从七情和合分析,柴胡、黄芩相须为用,半夏、生姜相

畏相杀,人参、炙甘草、大枣与柴胡、黄芩相使,以达

驱邪扶正,攻补兼施之效,炙甘草与诸药相佐为用;
从气机升降角度,柴胡升散,黄芩降泄,一升一降调

畅气机;半夏与生姜配伍降逆和胃,也起到调降气机

的作用[22] 。
随着现代药理学的传入,中药药理学逐步发展,

学者在前人对中药功效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阐

释其科学内涵,不断完善中药理论[23] 。 已有研究通

过探究中药四气对机体的生物学效应,进一步说明

中药的寒凉温热对机体的作用趋势。 此外,还有研

究通过对中药复杂化合物的分离、纯化、鉴别及其生

物活性的筛选,进一步说明五味对应功效的化学成

分归属,如苦味药的泻火、燥湿功效可能与其所含生

物碱、苷类、萜类、黄酮等成分相关[24] 。 柴胡的主要

成分有皂苷类、木脂素类、挥发油类等,黄芩的主要

成分是黄酮及其苷类、萜类等成分[25] ,苷类成分往

往被认为是苦味药泻火、燥湿的物质基础。 随着对

中药或复方成分、功效及药理作用研究的深入,很多

中药的潜在药理活性被发现和挖掘,使其不再局限

于传统功效,例如柴胡除了具有疏散风热、疏肝解

郁、升举阳气的传统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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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炎、抗氧化、保肝、抗肿瘤、抗抑郁等多种药理

作用[26] ,为中药的临床应用提供了依据。
除了对中药功效的研究外,现代方剂研究通过

文献梳理及实验研究揭示了传统性味归经等方剂配

伍理论[27] 。 通过分离纯化、波谱解析、联用分析等

技术,剖析了众多方剂的化学物质基础,为传统药物

功效的方剂配伍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和科学

支撑。 但目前在揭示方剂疗效机制方面,仍面临着

重重困难,这主要源于方剂治疗作用所展现出的多

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复杂特性。 方剂往往由多种

中药组成,每种中药又含有多种化学成分,这些化学

成分在方剂中相互作用, 形成了复杂的化学体

系[28] 。 此外,传统汤剂的特点是利用原药材加工而

成的饮片,它包含原药材的所有成分,而从原药材中

提取出的有效组分或有效成分,则是原药材的部分

成分,难以全面反映其原有的整体药效[29-30] 。 因

此,如何在保持方剂整体性的同时,深入探索其治疗

机制,构建传统组方认识与现代医药研究结果的桥

梁,推进中药现代化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3　 小柴胡汤药物的使用剂量差异

药物剂量关乎方剂的效力,剂量也是方剂最具

科学价值的重要内容。 经云: “知其要者,一言而

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20]169 辨证立法、遣方用药

无误,而欲使“效之信” [31] ,若风之吹云,若拔刺雪

污,其要就在于对药物“合理剂量”的把握上[32] 。 中

医不传之秘在量上,剂量也是中医临床处方变化最

为复杂的内容。 由于时代的发展,药物使用剂量的

差异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小柴胡汤的传统煎剂与

现代中成药在剂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是即便采用

汤剂形式,因时代变迁、自然环境差异,以及药物质

量、品种、栽培生态、采收炮制、运输贮藏、提取纯化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药物的药效不同,进而影响药

物的用量。 依据《伤寒论》原文记载的小柴胡汤剂

量,通过折算后可得小柴胡汤剂量为:柴胡 125. 0
 

g,
黄芩 46. 9

 

g,人参 46. 9
 

g,制半夏 39. 1
 

g,炙甘草

46. 9
 

g,生姜 46. 9
 

g,红枣 36. 6
 

g[30] 。 在实际临床实

践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小柴胡汤汤剂的使用剂

量往往存在广泛差异,如何保证统一的药效,确定经

方中成药及汤剂的合理用量范围,是提高经方临床

疗效亟待解决的问题。
1. 4　 中药剂型及煎服法不同

现代与传统的中药使用方法主要包括剂型及煎

煮法的改变。 传统中药使用会根据病情的不同,选

择不同的中药剂型,如汤剂、丸剂、散剂等。 经方剂

型本身就是经方“理法方药”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同
时又是理、法、方的承载[33] ,正如徐大椿所说:“煎药

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 [19]35。 如仲

景强调小柴胡汤应“去滓再煎”,因方中药物寒热并

用,药性相激,去滓再煎可以使药性和合,减少服用

汤液给患者带来的胃部不适[34] ;去滓再煎还可以浓

缩药液,减少药量,使得药液气缓而味厚,增强和解

枢机、补正托邪、 开痞成泰之效。 现代研究采用

HPLC 法建立不同煎煮方法,结果反映去滓再煎法

确有其优势所在,且可行性较高[35] 。 此外煎煮时使

用恰当的溶剂(如清酒、苦酒等),把握煎药用水量

与火候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除了煎法,张仲景方

后注详细记述了药物的服法及服药的注意事项,并
通过后世医家的不断应用使其内容得到补充和完

善,在当代仍对中医临床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随着制药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加快,采用

现代制剂技术将方制成质量稳定可控的剂,以解决

用药的便捷性问题,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 除了

目前临床常用的中药代煎汤剂及配方颗粒剂外,现
代中药应用的给药剂型还有注射给药、植入给药、透
皮给药与黏膜给药等[36] ,丰富了人们的选择,使临

床用药更具有针对性,也使中药不断走向现代化。
这些新出现的剂型不仅给患者提供了更为高效便捷

的治疗方式,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药效更为稳定[37] 。
但新剂型的应用仍面临许多问题,以目前最常用的

代煎汤剂来讲,由于煎药机的种类繁多、设备和应用

条件各异,增加了对药液质量控制的难度,且较难统

一煎煮技术。 同时,在煎煮时间、煎煮用水量、入药

顺序等关键操作的研究尚不完善[38] 。 而中药配方

颗粒目前也面临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中药配方

颗粒质量稳定性难以把控,现代制剂问题缺乏系统

的一致性研究,难以评价单煎的配方颗粒与合煎的

传统汤剂的等效性等[39] 。 如何在方便患者用药的

同时,保证中药的疗效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　 解决疗效存在差异的策略

2. 1　 融合经方辨证智慧,重塑中医诊疗框架

在现代医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经方的应用需

深刻洞察现代疾病的特征,应致力搭建现代疾病与

传统辨证之间的桥梁[11] 。 病证结合作为中医认识

疾病的基本方法,既能有效把握疾病全程的根本矛

盾,又能精准辨析疾病某一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主

要矛盾,对病和证的分层认识,展现出强大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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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40] 。 其中以现代医学诊断疾病结合辨证论治的

现代病证结合模式最为常见,它能够从疾病和证候

两个层面综合全面把握疾病的全部特征。 在临床实

践中既重视疾病的诊断,又重视辨证论治,充分发挥

这两种医学体系诊断与治疗疾病的优势[41] 。
除病证结合外,中医在整体观指导下的调态治

疗为诸多疾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单纯宏

观调态有时难以解决微观指标问题,基于此,仝小林

教授[42]提出了“态靶因果”辨治方略。 仝教授基于

临床经验总结提出“病-期-态”与“症-态”两种传

统诊疗模式,“病-期-态”模式依据病程特点分期治

疗,强化疾病与证候联系,预估疾病演变,在治疗的

同时,纵窥疾病全貌;“症-态”模式则以症状区分,
针对内伤杂病,通过归纳不同疾病特有的症状辨证

治疗,提升辨证准确性。 仝小林教授在此基础上引

入“靶”概念[43] ,结合现代中药药理,找到能有效改

善客观指标的“标靶药”,实现宏观调态与微观指标

的“态靶同调”。 形成“病-类-期-态-靶”及“症-
病-态-靶”新诊疗模式,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宏
观调态与微观打靶相结合,并且通过对疾病重新进

行中医分期,找到了西医“病”与中医“证”之间的桥

梁,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使经方的临床

应用范围更为准确。
2. 2　 转化现代药理之果,探究经方组方之理

现代方剂研究与中药药理研究相辅相成,且中

药药理研究与传统用药的结合,也是中药现代化研

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中药药理学研究成果不仅能为

中药临床疗效提供证据,还能更深入了解中药的成

分及作用,使临床用药更为精准,以提高其疗效和安

全性。 基于此,有学者提出病证结合药理学的概

念[44] ,该模式就是将“病”与“证”相结合,研究不同

病证状态下,中药与机体相互作用的规律。 也有人

提出方证药理学研究模式[45] ,将中药药性、中医证

候与中药药理药效相结合,说明了临床药证相符的

重要性,为药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此外,仝小

林教授[42]将现代药理研究重新归纳回归到中医思

维中来治病,提出“靶方靶药”,将中药按照属性来

重新分类,按中医思维来归纳中药,既符合中医理

论,又不违西医药理。 中药药理学研究明确了许多

中药的作用靶点及作用机制,这些成果将传统中药

理论与现代疾病相结合,证明了中药不仅可以担任

经方中的君、臣、佐、使,同时也可以作为靶药,针对

性地改善现代疾病的异常病理指标,为提高经方治

疗的靶向性提供了可能[11] 。 除此之外,对于中药多

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复杂作用机制,有学者提出

使用大规模基因表达谱融合人工智能算法,识别药

物-基因及疾病间的复杂关系和功能网络,精准定

位中药对特定疾病甚至证候的治疗靶点[46] ,以提高

临床用药的准确性。
再由单味中药推及复方,在明确复方物质基础

的前提下,注重与中医证候的相互结合,这样的研究

成果对临床用药才更具有指导意义。 张伯礼院

士[29]提出首先构建方剂知识库,为开展方剂学创新

研究奠定基础;结合西医疾病病理与中医证候特征,
开展病证结合网络研究;从多成分、多靶点和多途径

揭示方剂功效物质组的作用机制;进行类方网络研

究,以反映组方思路和配伍规律。 且方剂在内涵和

形式上应保持统一性,若辨证治法发生改变,则方剂

选择相应改变;若方剂组成发生改变,则方剂功效相

应发生调整,两者息息相关[28] 。 因此为拓宽方剂的

应用范围,方剂的加减应用研究也很重要。 经方作

为经典的固定方剂,具有原则性、规矩性、不易性等

特点。 方以为规矩,圆以通灵变。 有方之规矩,而同

时又兼具圆之灵变,如此才是经方运用的准则[47] 。
对于经方加减变化应慎重,不可随意加减变化,且经

方组方精当,临床应用时最好能遵循原方配比,勿随

意增删,特别是一些关键药的剂量配比,一定要遵循

原方,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48] 。 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中亦持增减变化的观点,小柴胡汤方

后注中详细阐明了加减进退之法,如六味柴胡汤。
柴胡桂枝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柴

胡类方,也是经方加减变化的范例。
2. 3　 控制药物质量标准,探索经方新用量

为保证中药疗效,提高中药质量,应建立统一质

量标准,国内研究者提出过多种研究中药 Q-marker
的概念,中药 Q-marker 是中药质量的标志性物质。
中药 Q-marker 的提出有利于建立中药全程质量控

制及质量溯源体系,中药 Q-marker 具有整体性、系
统性和可量化的优势,在中药质量综合评价方面具

有优势[49] 。 但小柴胡汤等复方因化学成分繁复、作
用广泛,其效用源自各成分的综合作用,故在选取质

量标志物时,与单味药有别。 复方质量标志物的选

择应基于四方面:原料药特性、组方配伍原则、制备

工艺及量值传递准确性,并参考现代药理药效研究

与数据挖掘方法[50] 。 采用“一方一议”的定制化策

略选定标志物,并建立全面的质量控制体系,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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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质量的即时反馈与监控。 例如有研究[25] 预测

并分析了小柴胡汤的 Q -Marker,筛选总结得到 15
种 Q -Marker,为补充小柴胡汤质量评价及控制体

系、完善制剂全过程质量溯源体系提供科学的参考

依据。
在保证药物质量的前提下,对于经方现代用量

研究,仝小林教授[32] 提出方药量效的研究方法,要
求在继承中创新,继承前人在方药量效关系研究中

的成果,参考现代西药量效关系研究模式,在方法学

上提出以临床疗效评价为中心,以经方为载体,建立

多学科、多层次、多种技术手段等集成的方药量效关

系研究方法,以全面、系统地阐释方药量效关系。 目

前方药量效研究方法主要有基于个案分析方药量效

关系、基于循证医学研究整方和不同剂量水平配伍

的方药量效关系以及基于真实世界的方药量效关系

研究[51] 。 唯有守经方本原剂量之正,结合现代药理

学、药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才能实现经方药物和剂

量的合理运用,创方药量效求真之新[11] 。
2. 4　 中药煎服与时俱进,加强管控保证疗效

中药的煎煮方法与中药的疗效息息相关,随着

我国现代中药行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患者在

认可中药治疗效果的同时,对高质量中药煎煮制剂

及配方颗粒剂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对于高质量中

药制剂,首先要保证中药饮片质量,把控好采购环

节,规范中药饮片供应商资格审查;同时要加强中药

饮片质量管理、防范劣质或假冒中药饮片流入市场,
加强中药饮片入库鉴别验收;完善中药饮片储存及

养护措施。 对于代煎煮过程,应统一煎药设备的智

能化升级,保证煎药流程的规范化管理,同时兼顾煎

药服务的个性化定制,建立煎药质量的追溯体系。
在代煎煮过程中,代煎机构需要执行相关规范,制定

科学的煎煮流程,对有特殊煎煮需求的药物则要建

立针对性的煎煮制度,列出详尽的特殊煎药目录,配
备所需要的设施器具(如搪瓷锅、电磁炉等),满足

患者特殊的煎药需求[52] 。 中药饮片浸泡时间及煎

煮加水量均需要从药材质地、成分、煎煮时间、煎煮

次数等方面综合考虑,明确煎煮方法,规范煎煮操

作,对煎药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要求其掌握正确

的煎煮方法与煎药时间等。 对于颗粒剂的质量把

控,首要任务是强化原料的标准化研究,从源头上提

升品质基础;其次,需严格规范中药配方颗粒的制备

工艺流程。 开展中药配方颗粒标准研究,并加强中

药配方颗粒和传统汤剂一致性研究,保障临床疗

效[39] 。 加强中药煎煮过程及颗粒剂制备的管控,这
不仅是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推动中医药国际化

进程的重要举措。
3　 总结

经方是中医药的智慧结晶与精华所在,集中体

现了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 经方体系传承至今,历
代医家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使经方在临床应用中熠

熠生辉。 但随着现代科技的深度介入和现代医学理

论的革新,当代疾病谱系、诊疗模式等与古代社会环

境已产生显著差异,尤其在疾病认知维度呈现出跨

越时空的认知鸿沟,经方临床疗效的发挥也因此受

到了较大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坚持继承与创新相

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符合经

方传承发展的要求。 在诊疗模式上,应坚持中医学

自身特色与发展规律,坚持中医整体观、辨证观,把
握宏观病程,结合西医微观指标精准干预,形成“宏

观-微观”“整体-局部”协同的诊疗体系。 在经方的

组方研究上,积极应用现代中药研究方法,在深入研

究经方的作用成分及效应机制的同时,必须紧扣中

医证候特征,通过理-法-方-药逻辑链保证方剂的

整体性、有效性。 此外,药物用量与药物质量息息相

关,统一药物质量标准及剂型优化是时代发展的要

求,构建全程可追溯的质量控制体系,既是中医药现

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更是破解其国际化认证瓶

颈的关键密钥。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背景下经方发展传承既不

能故步自封,也不能脱离经方理论指导,应保留经方

精髓,结合现代医学技术的优势,进一步提升经方的

临床疗效,为患者的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唯有如此,
方能实现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的当代诠

释,逐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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