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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百合地黄汤处方剂量。 方法 　 检索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 读秀期刊、 《中华医典》、
ＣＮＫＩ、 维普、 万方数据库中关于百合地黄汤的文献， 按照一定的纳入、 排除规则进行筛选， 统计分析药材基原、 用

法、 剂量范围、 配伍比例等信息。 测定鲜百合质量、 鲜地黄出汁率、 药材含水量等参数， 通过地黄出汁率折算出其剂

量， 并以配伍比例和药材含水量来推算百合剂量。 将所得结果与考证出的剂量范围进行比较。 结果　 古代文献中以

“百合七枚， 生地黄汁一升” 为主流， 百合、 地黄大多以鲜品入药； 现代文献中百合、 地黄大多以干品投料， 两者配

伍比例为 １ ∶ １， “生地黄汁一升” 即为 ４００ ｇ 鲜地黄榨汁 ２００ ｍＬ， “百合七枚” 折合鲜百合剂量为 ２４０ ｇ。 在工业化生

产过程中， 建议以 １００ ｇ 百合 （干品） 代替。 结论　 本研究将文献考证结论与药材实测数据相结合来对百合地黄汤处

方剂量进行探索， 符合文献分析结果及药材实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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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地黄汤出自汉代张仲景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

阳毒病脉证治第三》 ［１］ ， 该方历史悠久， 临床多有验效，
现代应用广泛， 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

批） 》 中收录的方剂。 但原方中仅记录 “百合七枚 （擘），
生地黄汁一升”， 而未记载百合、 地黄的准确剂量， 造成

药材具体用量存在较大争议， 也成为该方现代开发的关键

和难点。 所谓 “中医秘而不传在剂量”， 处方剂量与治疗

效果密切相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

原则》， 指出经典名方研究工作中需要明确古方计量单位

折算现代剂量方法的必要性。
目前， 百合地黄汤中百合、 地黄的剂量尚未达成统一

共识， 不同研究者分别对百合质量及地黄用量范围研究所

得出的剂量范围较大， 无法指导生产实践。 本研究按指导

原则要求， 对方中百合、 地黄的剂量进行分析， 据历代医

籍原文记载沿革与现代的临床应用和生产研究实践， 测定

不同批次鲜百合含水量、 质量及鲜地黄含水量、 出汁率等

参数， 并统计古今组方中百合与生地黄的配伍比例， 折算

“百合七枚 （擘）， 生地黄汁一升” 中百合、 地黄的处方剂

量， 以期能为百合地黄汤的现代开发与应用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文献来源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 读秀期

刊数据库、 《中华医典》 所收藏的古代文献， ＣＮＫＩ、 维普、
万方数据库所收录的现代文献。
１ ２　 检索方法　 以 “百合地黄汤” “百合七枚” “生地黄

汁一升” “百合病” 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１ ３　 纳入标准　 记载百合及地黄的用法、 剂量或配伍比例

等信息的古代及现代文献。
１ ４　 排除标准　 ①同一种古籍的不同数据库来源， 纳入信

息完整、 成书年代较早的版本， 剔除其余版本； ②同一作

者描述相同处方剂量的文献， 纳入出版较早的文献， 剔除

其余文献。
１ ５　 文献研究　 ①将检索后的结果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 按年

代排序； ②仔细阅读文献， 提取关键信息， 包括朝代、 书

名、 作者、 剂量等； ③对文献中的百合、 地黄的处方剂量

范围及配伍比例进行统计。
１ ６　 测定研究　 ①对野生百合、 人工种植百合的质量、 水

分、 外观等数据进行实测并统计； ②对野生地黄、 人工种

植地黄的出汁率、 水分等数据进行实测并统计。
２　 文献研究

２ １　 百合

２ １ １　 用法　 百合在历代文献中主要有鲜百合、 干百合 ２
种用法， 但百合地黄汤原方中仅记载 “百合”。 在原文记

载中百合需 “擘”， 《说文解字》 ［２］中记载： “擘， 撝也，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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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说明 “擘” 有分开、 剖裂之意； 《伤寒总病论》 ［３］ 中

记载： “如入汤用， 则水浸一宿， 拍碎， 去白沫”； 《普济

方》 ［４］中记载： “去细皮， 擘， 洗令净”， 由炮制方法可知

上述医书中所用百合均为鲜百合［５］ 。 另外， 干百合的使用

始见于 《备急千金要方》 ［６］ 中治疗百合病变而发热者。 由

此可知， 《金匮要略》 原文中百合地黄汤中所用百合为

“鲜百合”。
２ １ ２　 基原　 王昌华等［７］研究表明， 历代百合主要有 ３ 种

来源， 其中白花类为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 Ｅ． 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红黄花类为卷丹 Ｌｉｌｉｕｍ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Ｔｈｕｎｂ．，
红花类为山丹 （细叶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ｐｕｍｉｌｕｍ ＤＣ．， 与 ２０２０ 年

版 《中国药典》 ［８］ “百合” 项下的百合基原一致。
《新修本草》 首次明确： “花白， 宜入药用”， 历代因

袭之。 自 《本草衍义》 开始， 将百合科植物卷丹作为药用

百合品种使用， 其后仍有一些明清医家效仿， 但绝大多数

医家认为其 “不堪入药”。 《本草图经》 《本草纲目》 《植
物名实图考》 分别为宋、 明、 清三代主要的本草著作， 对

白花、 红花、 红黄花 ３ 种百合科植物形态描述详细准确，
皆以 “白花” 者入药佳。

白花百合的市场价格远高于红黄花卷丹百合， 而且红

花细叶百合较为少见， 也从侧面一定程度上说明白花百合

品质更佳。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的相关描述，
“道地中药材” 应有更好 “品质和疗效”， 故本方中的百合

道地药材品种则仍应为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 Ｅ． 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其药材习称为 “龙牙百合”。
２ １ ３　 剂量　 百合地黄汤原方记载及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批） 》 公布的剂量均为 “百合七枚”。 本研究对 ４５
部历代著作中百合地黄汤处方剂量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有

３８ 部沿用 《金匮要略》 中的记载， 以 “百合七枚 （或

‘七个’ ） ” 为剂量。 《伤寒总病论》 《伤寒论集注》 中百

合为 “十枚”， 这可能是因为古代数字 “七” 是 “切” 的

本字， 其本义为用刀分割物体， 甲骨文用一横、 一纵表示，
故上古时期 “七” 常写作 “十”， 以上 ２ 本著作若抄录古

早写法， 则其百合剂量也应是 “七枚” 之义。 由此可知，
“百合七枚 （或 ‘七个’ ） ” 为可靠剂量。
２ ２　 地黄

２ ２ １　 用法　 生地黄在历代文献中有鲜地黄、 地黄汁、 干

地黄等多种规格用法， 百合地黄汤原方中记载的规格用法

为 “生地黄汁”。 其中， “生地黄” 最早见于 《金匮要

略》 ［１］ ： “生地黄二斤， 咬咀， 蒸之如斗米饭久， 以铜器盛

其汁， 更绞地黄汁”， 可知其中的 “生地黄” 为新鲜药材，
且古汉语中 “生” 字有 “新鲜” 之意， 故该古籍中的 “生
地黄” 是鲜地黄， 处方原文中的 “生地黄汁” 亦即为鲜地

黄绞得的汁。 《神农本草经》 记载： “地黄……生者尤良”，
《名医别录》 云： “生地黄者， 乃新掘鲜者， 故其性大寒”，
故现代习称的 “鲜地黄” 应为生地黄， 即为地黄块根采挖

后之鲜用品。 另外， 干地黄的使用始见于明代， 如 《集伤

寒世验精法》 《医学入门》 中记载百合地黄汤中其用量为

“二两”。
鲜地黄、 干地黄功效主治不同， 现代医家也有论述。

王毅［９］研究发现， 张仲景所用生地黄即鲜地黄， 其清热生

津功效突出， 主要用于百合病、 心动悸证， 辨证为阴虚内

热者， 其用量较大， 并多取汁服用； 干地黄为今生地黄，
以滋阴养血、 凉血止血为主， 用量较小， 两者在剂量和用

法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
鲜地黄不同于生地黄的独特功效与其内在成分密切相

关［１０］ ， 未经过加工炮制可使其所含大部分环烯醚萜苷类化

合物未被破坏， 并且梓醇、 还原糖、 多糖含量高于干地

黄［１１］ 。 王君明等［１２］发现， 鲜地黄提取物中梓醇含量更高，
它是生地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具有保护受损海马神经元、
脑缺血导致的脑白质损伤等功能， 而抑郁症症状与 “百合

病” 所描述的神志恍惚、 精神不定、 心烦相似。 基于此，
本方中的 “生地黄汁一升”， 仍建议以鲜地黄榨汁。
２ ２ ２　 基原　 王军等［１３］ 报道， 地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

原均为玄参科地黄属植物。 《中国植物志》 记载全国共有 ６
种玄参科地黄属植物， 其中只有地黄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Ｌｉｂｏｓｃｈ． 是广布种， 分布于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其余 ５
种大多零星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局部地区。 综合历代本草中

地黄的形态特征、 附图及产地， 可推断历代地黄的基原均

为玄参科植物地黄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Ｌｉｂｏｓｃｈ．， 与 ２０２０ 年

版 《中国药典》 ［８］一致。
２ ２ ３　 剂量　 百合地黄汤原方记载及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批） 》 公布的地黄剂量均为 “生地黄汁一升”。 本研

究对 ４５ 部历代著作中百合地黄汤处方剂量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有 ２７ 部描述为 “生地黄汁一升”， 可知历代记载中也

以 “生地黄汁一升” 为主流。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

卷》 ［１４］记载， 汉代量制每升约为现代剂量的 ２００ ｍＬ， 故地

黄用量以 “生地黄汁一升” （即鲜地黄汁 ２００ ｍＬ） 为可靠

结论。 此外， 《伤寒直指》 中使用百合地黄汤时以 “生地

一斤捣汁” （清朝 “一斤” 折合约 ５９６ ８ ｇ）， 《曹颖甫医学

全书》 ［１５］中记载： “生地黄汁一升， 须鲜地黄半斤许” （民
国时期 “半斤许” 折合约 ２５０～５００ ｇ）， 可知本方鲜地黄的

剂量应在 ２５０～５９６ ８ ｇ 范围内。
３　 实验及统计研究

综合上述古代文献研究结果， 得到可靠剂量为 “百合

七枚 （或 ‘七个’ ） ” “生地黄汁一升” （对应鲜地黄的

剂量在 ２５０～５００ ｇ 范围内）。 由于地黄以质量单位计量， 故

以下先对地黄的剂量进行分析。
３ １　 地黄剂量测定

３ １ １　 范围确定　 程龙等［１６］ 发现， 张仲景应用生地黄时

具有用量较大的特点， 可能与其水分较多有关。 傅延龄

等［１７］通过对生地黄历代临床用量进行考据后发现， “张仲

景方 （鲜） 生地黄的日服量范围约为 ２２０ ～ ５００ ｇ”， 结合

“２ ２ ３” 项下内容可知， 地黄剂量为鲜地黄汁 ２００ ｍＬ， 对

应鲜地黄药材质量约为 ２５０～５００ ｇ。
３ １ ２　 榨汁实验　 本研究考察手工与 ＷＦ⁃Ｂ２０００ 型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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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榨汁机榨汁， 以及榨汁次数 １、 ２ 次的差异。 由表 １ 可

知， 不同榨汁方式下出汁率无明显差异， 榨 １ 次出汁率约

为 ０ ４５ ｍＬ ／ ｇ， 即每 １ ｇ 鲜地黄榨汁约 ０ ４５ ｍＬ， 但榨汁机

速率明显高于手工； 将所榨出的药渣进行第 ２ 次榨汁， 所

得总出汁率则比仅榨取 １ 次有提高， 约为 ０ ５２ ｍＬ ／ ｇ。

表 １　 榨汁方式对鲜地黄出汁率的影响

批号 产地 来源 榨汁方式 含水量 ／ ％ 出汁率 ／ （ｍＬ·ｇ－１） 榨汁时间 ／ ｍｉｎ 榨汁次数 ／ 次
ＴＲＧＳＭＺ００１ 河南孟州县 人工种植 手工榨汁 ７６ ５６ ０ ４４ ３０ １
ＴＲＧＳＷＺ００１ 河南武陟县 人工种植 手工榨汁 ７３ ９６ ０ ４４ ３０ １
ＴＲＧＳＷＸ００１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手工榨汁 ７４ ５９ ０ ４５ ３０ １
ＴＲＧＳＭＺ００１ 河南孟州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６ ５６ ０ ４８ ２ １
ＴＲＧＳＷＺ００１ 河南武陟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３ ９６ ０ ４６ ２ １
ＴＲＧＳＷＸ００１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４ ５９ ０ ４５ ２ １
ＴＲＧＳＭＺ００１ 河南孟州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６ ５６ ０ ５１ ４ ２
ＴＲＧＳＷＺ００１ 河南武陟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３ ９６ ０ ５４ ４ ２
ＴＲＧＳＷＸ００１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４ ５９ ０ ５１ ４ ２
２０２１０９１０ 陕西省神木市 野生 榨汁机榨汁 ７４ ５７ ０ ３８ ２ １

　 　 另外， 本研究考虑到古代可能使用野生地黄、 榨汁存

在差异， 故补充该研究。 《齐民要术》 ［１８］记载： 地黄 “须黑

良田， 五遍细耕， ３ 月以上旬为上时、 中旬为中时、 下旬为

下时”， 可知地黄早在一千多年前地黄就有 “野生变家

种”。 本研究采集 １ 批 １ ｋｇ 的野生地黄， 以榨汁机榨汁 １ 次

取汁。 但野地黄所得药渣的纤维性太强， 易堵住或卡住榨

汁机而不能进行第 ２ 次榨汁， 出汁率仅有 ０ ３８ ｍＬ ／ ｇ， 低于

人工种植品， 其原因可能是野生地黄纤维性较强、 现有榨

汁机的工作原理不利于其出汁， 但其含水量与种植地黄较

为接近， 若其以合适的方法榨汁， 野生地黄出汁率理应能

与种植地黄的出汁率相接近。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本研究补充了 ３ 个产地 （河南温

县、 河南孟州、 河南武陟县） ５ 批人工种植地黄， 考察榨

汁机榨汁 ２ 次的出汁率， 结果见表 ２， 可知种植地黄的出汁

率为 ０ ５３ ｍＬ ／ ｇ， 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

表 ２　 不同批次鲜地黄榨汁出汁率

批号 产地 来源 榨汁方式 含水量 ／ ％ 出汁率 ／ （ｍＬ·ｇ－１）
２０２１０８０６０１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８３ １７ ０ ５４
２０２１０８０６０２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８２ ６０ ０ ５５
２０２１０８０６０３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８３ ４４ ０ ５７
２０２１０８０６０４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８４ ８０ ０ ５７
２０２１０８０６０５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８４ ７６ ０ ５８

ＴＲＧＳＷＸ００１１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８０ ２３ ０ ５１
ＴＲＧＳＷＸ００１２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９ ８１ ０ ５０
ＴＲＧＳＷＸ００１３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８ ７０ ０ ５１
ＴＲＧＳＷＸ００１４ 河南温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９ ７６ ０ ５１
ＴＲＧＳＭＺ０７ 河南孟州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９ ０６ ０ ５１
ＴＲＧＳＭＺ０８ 河南孟州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６ ３１ ０ ５２
ＴＲＧＳＭＺ０９ 河南孟州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７ ９５ ０ ５３
ＴＲＧＳＷＺ００６ 河南武陟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７ ６６ ０ ５０
ＴＲＧＳＷＺ００７ 河南武陟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８ １８ ０ ４９
ＴＲＧＳＷＺ００８ 河南武陟县 人工种植 榨汁机榨汁 ７５ ５５ ０ ５１

　 　 综上所述， 鲜地黄的平均出汁率约为 ０ ５ ｍＬ ／ ｇ， 结合

“生地黄汁 ２００ ｍＬ” 折算出鲜地黄用量为 ４００ ｇ， 该剂量符

合上述文献分析的鲜地黄用量范围 （２５０～５００ ｇ）。
３ ２　 百合剂量测定

３ ２ １　 野生品　 百合虽然在唐代就有栽培记录， 《四时纂

要》 ［１９］云： “种百合： 此物尤宜鸡粪。 每坑深五寸， 著鸡

粪， 粪上著百合瓣， 如种蒜法”， 但直至清代后期才明确提

到野生品与栽培品质量比较， 并仍认为以野生品为好。 《本
草纲目拾遗》 ［２０］记载： “百合以野生者良”， 《温热经纬》 ［２１］

中记载： “王朴庄曰： 百合入药， 以野生极小者为胜”， 说

明清代后期以前， 百合以野生品为主流。
马柯等［２２］测得湖北神农架的野生百合 １ 枚约 ７０ ｇ， 则

７ 枚为 ４９０ ｇ， 剂量较大， 而且其所选择野生百合的年限及

其他检测均未明确表述。 课题组前期选择湖北红安县野生

百合、 云南镇雄县野生百合作为对象， 并测定其质量， 结

果见表 ３， 可知其范围较大， 每 １ 枚约为 ６ １～５５３ １７ ｇ， 则

７ 枚约为 ４３ ２６～３ ８７２ １９ ｇ。
《本草纲目》 ［２３］记载： 百合 “根如葫蒜， 重叠生二三十

瓣”。 《吴医汇讲》 记载： “古方惟百合汤用百合七只， 天

然自产百合， 仅如钱大”， 而该著作成书于乾隆与嘉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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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其间的常见钱币为 ２ ２～２ ６ ｃｍ， 大样钱币可达 ３ ｃｍ 左

右。 本研究测定直径 ２ ０～３ ３ ｃｍ、 鳞叶 ２０～３０ 瓣的野生鲜

百合的质量， 结果为 １５～３５ ｇ， 则 ７ 枚野生鲜百合质量约为

１０５～２４５ ｇ， 见图 １。
表 ３　 野生百合平均质量

批号 产地 基原 来源 枚数 ／ 枚 平均质量 ／ ｇ 最小值 ／ ｇ 最大值 ／ ｇ
２０２１０７２７ 云南镇雄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野生 ２ １２７ ７８ １０７ ０１ １４８ ５５
２０２１０７３０⁃１ 湖北红安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野生 ２ ４７０ ８６ ３８８ ５４ ５５３ １７
２０２１０７３０⁃２ 湖北红安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野生 ２１ １４ ４２ ６ １８ ４３ ４９

图 １　 野生鲜百合性状图

３ ２ ２　 人工种植品 　 现代研究及应用均采用人工种植百

合， 郭明章［２４］ 对 “百合七枚” 的测定结果为 １６５ ８０６ ｇ，
韩美仙［２５］测定农贸市场购得兰州产鲜品的平均质量约为

３２ ４ ｇ， 即 ７ 枚为 ２２６ ８ ｇ， 但以上报道基原不明。 课题组

采购 ３ 个产地 （湖南隆回县、 江西万载县、 湖南东安县）
１５ 批人工种植品， 并测定其质量， 结果见表 ４， 可知不同

产地药材平均质量差异较大， 而且每枚范围较大 （１４ ３５ ～
１３５ ５７ ｇ）。 因此， 仅凭 “七枚” 的描述仍无法确定百合剂

量， 并指导生产实践。
表 ４　 人工种植百合平均质量

批号 产地 基原 来源 枚数 ／枚 最小值 ／ ｇ 最大值 ／ ｇ 平均质量 ／ ｇ ＲＳＤ ／ ％ 产地平均质量 ／ ｇ
Ａ２０２１０７２６０１ 湖南隆回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２５ ４９ ３３ １２４ １９ ７６ ４２ ２２ ２３ ７２ ５７
Ａ２０２１０７２６０２ 湖南隆回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２６ ５９ ０５ １３４ １８ ７７ ６２ ２３ ７９
Ａ２０２１０７２６０３ 湖南隆回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２５ ３０ １３ ９７ ０５ ７０ ７０ ２１ ５６
Ａ２０２１０７２６０４ 湖南隆回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３０ ２８ ９６ １１４ ０３ ６４ ９６ ２９ ８５
Ａ２０２１０７２６０５ 湖南隆回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２５ ４２ ０５ １２７ ６１ ７４ ４６ ２８ ２５
２０２１０９３００１ 江西万载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３１ ２５ ８２ １１８ ３０ ６５ １０ ３７ ９７ ５８ ３４
２０２１０９３００２ 江西万载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３３ ２２ ５４ １３５ ５７ ５７ ３７ ４３ ５３
２０２１０９３００３ 江西万载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３８ ２７ １３ １０６ １８ ５８ ６６ ２６ ６５
２０２１０９３００４ 江西万载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３２ ２５ ９０ １３０ ８６ ５９ ２３ ４６ ６０
２０２１０９３００５ 江西万载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３８ ２４ ９３ １３３ ９７ ５２ ６２ ４４ １８
２０２１１０２００１ 湖南东安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２０ １４ ３５ ８４ ２４ ５３ ３０ ３５ ６１ ５４ ５９
２０２１１０２００２ 湖南东安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１９ ２３ １９ １０７ ７０ ５７ ０７ ３９ ５１
２０２１１０２００３ 湖南东安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１９ ２３ ６０ ９２ ７１ ５７ ３３ ３３ １０
２０２１１０２００４ 湖南东安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２４ １９ ８５ ８９ ３５ ４５ ４１ ３３ ７９
２０２１１０２００５ 湖南东安县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Ｅ．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人工种植 １８ ４０ ２１ １０８ ０６ ６２ ７６ ２９ ０５

３ ３　 配伍统计研究 　 百合地黄汤中鲜地黄处方剂量为

４００ ｇ， 百合处方剂量为 １０５ ～ ２４５ ｇ， 准确剂量仍未确定。
基于此， 本研究对百合地黄汤在历代记载中组方剂量频次

进行统计， 共涵盖自汉代至民国时期的 ４５ 篇文献， 发现有

２８ 篇以 “百合七枚， 地黄汁一升” 为剂量。 表 ５ 显示， 清

代及清代以前文献中对百合、 地黄准确剂量的记载很少，
而本研究发现， 清代医案 《柳选四家医案》 《环溪草堂医

案》 中所载百合与生地用量均为一两， 即其配伍比例

为１ ∶ １。
　 　 在按 “１ ３” “１ ４” 项下纳入、 排除标准收集到有百

合、 地黄处方剂量的 １４９ 篇现代文献中， 有 ２ 篇使用鲜百

合， ２ 篇使用百合配方颗粒， １４５ 篇使用生干百合； 有 １ 篇

使用鲜地黄， ２ 篇使用地黄配方颗粒， ２ 篇使用地黄汁， ８
篇使用生地黄和熟地黄， １３６ 篇使用生干地黄， 两者使用频

次共 １７０ 次， 对干百合与生干地黄处方配伍比例进行分析，
结果见图 ２。 由此可知， 现代文献中百合与生地黄配伍比例

为 １ ∶ １， 其使用频次多达 ６０ 次， 而且其他均在 １ ∶ １ 左右，

故可认为该比例合理准确。

图 ２　 百合地黄汤配伍频次分析

通过测定多批次鲜地黄中水分含量， 分析鲜地黄、 生

地黄质量比约为 ４ ∶ １， 即 ４００ ｇ 前者所对应后者的质量为

１００ ｇ。 按百合 （干品）、 生地黄用药比例 １ ∶ １ 计， 则百合

（干品） 剂量也为 １００ ｇ， 故百合 （干品） 与鲜百合质量比

约为 １ ∶ ２ ４。 最终， 折算出鲜百合用量为 ２４０ ｇ， 符合实际

用量范围。
４　 讨论

百合地黄汤被历代医家广为沿用， 现代临床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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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历代文献中百合地黄汤剂量频次分布

朝代 百合 生地黄汁 生地黄 频次 ／ 次
汉 七枚 一升 — １

东晋 七枚 一升 — １
唐 七枚 一升 — ２
宋 一小盏 一小盏 — １
宋 七枚 一升 — １
宋 十枚 半升 — １
宋 七枚 一盏 — １
元 七枚 一升 — １
明 七枚 一升 — ３
明 七个 一升 — １
明 七枚 一盏 — １
明 七枚 — 二两 １
明 七枚 — 八两 １
明 七枚 一钟 — １
清 七枚 一升 — １５
清 七枚 一杯 — １
清 七枚 一斤 — １
清 七个 — 二两 ２
清 七枚 — 二两 １
清 一两 — 一两 ２
清 一两 半钟 — １
清 七枚 — 生地一斤，捣汁 １
清 十枚 半斤 — １

民国 七枚 一升 — ２
民国 一两 三钱 — １

较多。 分析后发现， 古代记载中百合地黄汤处方剂量存在

多种记载， 仍以 “百合七枚 （擘）， 生地黄汁一升” 为主

流， 其所需百合、 地黄的具体剂量， 为该方研究的重点和

难点。
本研究首先通过考证确定方中百合为百合科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 Ｅ． Ｂｒｏｗｎ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习称 “龙牙百

合”， 方中地黄为玄参科地黄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Ｌｉｂｏｓｃｈ．。
古代文献分析后发现百合、 地黄均为鲜品， 而现代实验及

临床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均以百合 （干品） 与生干

地黄入药， 并通过统计分析得出 “百合与生地黄配伍比为

１ ∶ １” 的结论， 再结合课题组实测不同批次鲜百合的含水

量、 质量及不同批次鲜地黄的含水量、 出汁率等数据。 最

终得出 “生地黄汁一升”， 其所需要鲜地黄剂量为 ４００ ｇ，
历代记载中地黄以鲜者尤良， 且鲜品与干品的功效主治不

同， 故本方中仍建议以鲜地黄入药。 “百合七枚” 相当于鲜

百合 ２４０ ｇ， 由于鲜百合易发生褐变、 虫蛀和腐烂而不易储

存［２６］ ， 且现代临床中百合地黄汤常以百合 （干品） 入药，
故建议工业化生产过程中以 １００ ｇ 百合 （干品） 代替 ２４０ ｇ
鲜百合。 本研究最终所折算出的百合、 地黄剂量均符合文

献分析结果及药材实测范围， 故其结果相对科学、 合理、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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