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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银翘散为辛凉疏透法代表方剂，临床运用颇多，然用常规煎煮方法大多难取佳效。本文基于吴鞠通《温

病条辨》上焦篇第4条银翘散方后自辨，以“香气大出即取服”为切入点，结合不同煎法之疗效差异，

归纳银翘散相关文献，分析并探讨银翘散煎煮时间、煮药方式、剂型及服药方法对其功效的影响，旨在

为提高银翘散临床运用之疗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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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nqiao powder is a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of Xinliang shutoufa,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clin-
ical practic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good effect with conventional Decoc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self identification of Yinqiao Powder in Article 4 of the first Jiao chapter of Wu Jutong’s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this paper takes “take it when the aroma is big”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decoction methods,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lite-
rature of Yinqiao Powd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Yinqiao Powder decoction time, 
preparation method, dosage form and medication method on its efficac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
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Yinqiao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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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银翘散出自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温病条辨》，主治“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但热不

恶寒而渴者”[1]。方由连翘、银花、苦桔梗、薄荷、竹叶、生甘草、芥穗、淡豆豉、牛蒡子杵为散，芦

根煎汤煮散而成，具有辛凉清透解表、疏散风热之功。此方由李东垣清心凉膈散加减而成，是吴鞠通遵

循《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及喻嘉言芳香辟秽说

所创立。吴鞠通“透邪”思想寓于银翘散药物组成中，方中银花、连翘、薄荷、豆豉均为芳香之品，以

其轻清流动之性疏透表邪，达“轻以去实”之功；豆豉和芥穗为辛温之品，银花、连翘制其温性，取其

辛味加大散邪之力；鲜芦根甘寒可清热兼保津生津，防透邪伤阴而顾护阴津；银翘散各药配伍以宣透肺

卫郁热，重在透邪。为使银翘散充分发挥辛凉清透、疏散表邪之功效，吴鞠通以“煮散法”煎之，并取

普济消毒饮之“时时清扬”法服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之优势。本文欲

从“香气大出即取服、时时清扬”这一角度总结银翘散在何种煎服方法下可发挥最佳药效，为今后指导

临床用药做出参考。 

2. 银翘散不同煎煮时间对药理作用的影响 

“风热袭卫”这一病机是银翘散“勿过煎”的依据[2]。因温热之邪首先犯肺，病属上焦，证轻药亦

轻，为避免病轻而药重的情况出现，吴鞠通言其应“香气大出即取服”，以取方中诸药轻清之气上行，

体现吴鞠通“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之义。“勿过煎”时银翘散可具有抗炎解热、增强免疫功能、抗

病毒作用；过煎则药过病所，即“过煎则味厚而入中焦”，该方的现代药理作用亦随之发生改变。 

2.1. 银翘散“轻煎”对药理作用的影响 

2.1.1. 银翘散“轻煎”助其抗炎解热 
薄荷及荆芥应在煎煮 3 至 5 分钟后下，方能更好发挥抗炎解热功能。束雅春[3] [4]等在前期研究发现

银翘散中薄荷及荆芥在不同时间后下时，其中化学成分质与量均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薄荷

和荆芥饮片后下的时间在 3 分钟到 5 分钟可更好发挥银翘散汤剂的抗炎及解热作用，并在后续研究中指

出银翘散中挥发性成分是其发挥抗炎作用的活性部位，为炎性疾病提供物质基础。罗云[5]等发现银翘散

薄荷酮、薄荷脑、胡薄荷酮这些挥发性成分的动态变化规律即随着蒸发时间的延长三者蒸发速度先增大

后减小，在 5 至 10 分钟达到最大，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该方“香气大出即取服”的科学内涵。霍炳杰[6]
等通过临床研究发现煮散频服银翘散治疗时行感冒邪在肺卫退热效果明显优于磷酸奥司他韦，且银翘散

煮沸 6 min 组疗效优于 12 min 组。 

2.1.2. 银翘散“轻煎”增其免疫 
银翘散煮沸 3 分钟对增强大鼠免疫功能效果显著。李爽[7]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银翘散通过升高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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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黏膜中 IgA 蛋白表达来提高鼻粘膜免疫功能。杨居崩[8]等发现银翘散可明显减少炎症因子并提高大鼠

鼻粘膜免疫屏障功能。刘亚娴[9]等表明银翘散可明显提高小鼠外周血 CD4＋T 细胞数量，对 CD8＋T 细胞

数量可升高但不显著，其中 3 分钟高浓度组可增加小鼠脾脏和胸腺重量，可见煮沸后 3 分钟的银翘散增

强小鼠的免疫功能效果最佳。因此欲增强免疫功能，应对银翘散煎煮时间作出严格限制。 

2.1.3. 银翘散“轻煎”促其抗病毒 
银翘散煮沸后 3 至 6 分钟抗病毒效果最佳。时宇静[10]等研究表明银翘散可降低流感病毒感染小鼠肺

组织病毒载量并提高小鼠肺组织的 IFN-γmRNA 表达量。霍炳杰[11] [12] [13] [14]等通过动物实验发现银

翘散在煮沸后 3 至 6 分钟抑制甲型流感病毒及阻断 TLR4 信号通路效果最显著；在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患者的临床试验中表明银翘散煮沸后 6 分钟其抗病毒效果最佳，其机理可能是通过恢复机体免疫进而起

到抗病毒作用，该结果与增强免疫功能结果相印证。陈亚军[15]等也证实后下薄荷及荆芥煎煮 3 分钟能较

好的起到抗甲型流感病毒作用。由此可见，煎煮时间可明显影响银翘散汤剂的抗病毒作用。 

2.2. 银翘散“久煎”对药理作用的影响 

银翘散的抑菌作用的强弱与煎煮时间长短的相关性结果存在变化情况，研究表明[16] [17]煎煮时间在

10 和 20 分钟的银翘散对产与非产超光谱 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及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

果并无影响，均能很好的起到抑菌作用。另一研究表明[18]煮沸时间在 0 至 20 分钟、25 分钟及 30 分钟

的银翘散水煎液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活性逐渐增强，然抑菌活性在煮沸 50 分钟时下降，随即在煮沸

60 分钟后水煎液的抑菌活性逐渐增强并维持稳定。 

3. 银翘散的煮药方式对其药效的影响 

机器煎药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快捷，但因其有异于古法，同时也引起学者们对两种煮药方式下复方

药效影响的探讨。束雅春[19]等对比中药传统煎煮、常压煎药机及高压煎药机这三种煎煮方式对银翘散的

抗炎解热作用的差异进行研究，结论为传统煎煮法最好，若采用机器煎煮应进行二煎。对于小范围自煮

情况，伍劲华[20]等对电子紫砂药壶、电子陶瓷药壶和电磁炉不锈钢煎煮的银翘散分别测定收膏率和绿原

酸含量，由于紫砂药壶易吸附多次煎煮药物残渣，且不锈钢电磁炉易产生对人体有害物质，故电子陶瓷

药壶煎药的药效最佳。 

4. 银翘散的剂型对其药效的影响 

为了使患者服药更方便，银翘散原方改剂类型众多。原方因“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选用煮散为

银翘散的剂型，目的是凭借散剂快速起效的特点治疗急症，且由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

可观温邪传变迅速，救治应迅速，选择煮散符合中医“既病防变”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研究表明[21]
银翘散煮散与饮片煎煮对银翘散水煎液中的指标成分具有明显影响，煮散药物有效成分溶出快，煮沸5~10 
min 各成分浓度达到较大值，既缩短了煎煮时间，又能保证非挥发性成分的溶出，且能避免挥发性成分

的散失。杨明[22]等对银翘散改变剂型作出分析：目前存在将原方剂型改为丸剂、片剂和胶囊剂，此三种

剂型由于药物释放速度及药势不及原方，再加上有效成分的损失，很难达到银翘散的治疗效果。银翘合

剂及银翘袋泡剂在保留原方芦根的同时，其优点是携带及服用方便、药物发挥药效快并易被吸收及药物

剂量相比于同单位质量的丸剂和片剂高。张尊如[23]等对为何银翘解毒丸疗效差给出几点原因，首先是由

于加入蜂蜜的蜜丸药性变缓，制作工艺上又经过长时间加热使药物辛散之力减弱；所用辛凉的淡豆豉而

非原方辛温的豆豉，这是对解表之力减弱的又一原因；在用法上，蜜丸的药量难以达到发挥药力，相比

煮散六钱的药量少，要想提高药效，应增加蜜丸服量和服药次数。王洪凤[24]等研究表明银翘散经超微粉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2.113077


金永鹞 
 

 

DOI: 10.12677/tcm.2022.113077 549 中医学 
 

碎后具有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显示超微粉的银翘散解热和抗炎作用优于细粉的银翘散，可以在减少银

翘散服用剂量的同时保留药效。故而认为银翘袋泡剂和超微粉有望被大力推广并至临床。 

5. 银翘散的服药方法对其药效的影响 

吴鞠通在银翘散服用药量上根据病情轻重进行划分，为避免药重病轻及病重药轻，遵循“病重者约

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一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陈福刚[25]通过对比银翘

散原方短煎频服与普通分服治疗风温初起的临床疗效，结果发现服法为每日三小时一次每次 8 g，重者每

日 2 小时一次比每日三次，每次 16 g 起效时间快、有效率更高。李凡[26]等对频服银翘散对小儿风热感

冒疗效进行临床观察，结果表明每日 4 次分服与每日 2 次分服的银翘散治疗小儿风热感冒均有效，但每

日 4 次分服法疗效更好。 

6. 结语 

银翘散是《温病条辨》治疗温病第一方，秉“散者散也”之原则，该方选择“煮散法”以期更快发

挥药效；用“鲜苇根汤煎”则可将挥发性成分留在药液中，防止药物流失严重；“香气大出即取服”则

是根据“肺药取轻清，过煎则味厚而入中焦”的治则严格把控煎煮时间；“每服六钱，日三夜一服”的

短时频服法旨在保证银翘散始终在上焦发挥药效，而合“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之义。银翘散充分体

现了温病学派治疗外感热病的“透邪”思想，疗效显著而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虽然有关银翘散不同煎

煮时间下的药效研究结果有所差异，其差异性存在原因还需进一步探讨，但根据不同临床需要，灵活应

用银翘散煎煮法，遵循原方煎服方法又不拘泥于此，则不失为更好地提高银翘散临床疗效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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