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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使用“清肺排毒汤”，其有效率高达94%，“清肺排毒汤”

配方中使用黄芩治疫的相关研究目前并不完善。本文通过查阅历代记载过黄芩的本草专著，发现黄芩来

源较为一致，古今差别不大。纵观历代黄芩治疫的记录，黄芩最早用于疫病的治疗可追溯至汉代，从晋

代至清代的治疫文献中也均有记载，直到近现代仍被今人沿用。由此可见，黄芩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

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关于历代黄芩如何治疫，目前尚不明确。本文通过对历代黄芩的性味，功

效，含黄芩的治疫方剂加以整理，研究和归纳，使得黄芩治疫功效更加明确，更好地为临床用药提供文

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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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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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ecommended the use of “Qingfei Paidu Decoction”, which has an effective rate of up to 94%. 
Scutellariae appeared in the formula of “Qingfei Paidu Decoction”.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is not perfect at present, so the research on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Browsing the herbal monographs of Scutellaria in the 
past dynas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ources of Scutellaria are more consistent, and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Looking at the records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for treating 
epidemics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e earliest use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epi-
demic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Han Dynasty.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records in the epidemic 
control literature from the Ji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it is still used by modern people 
until modern times. It can be seen that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the past dynasties.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how Scutellaria bai-
calensis has treated the epidemic in the past. This article sorts out, researches and summarizes the 
nature and flavor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its efficacy, and the anti-epidemic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It makes the efficacy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more clear and provides a better literature basis for clinical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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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原考证 

1.1. 黄芩的名称 

《本草经集注》中记录黄芩：“圆者名子芩为胜。破者名宿芩，其腹中皆烂，故名腐肠”[1]。《本

草便读》中记载“外虽黄而内带黑色。均为之枯芩片芩。惟条芩子芩。系新发之根。中实有心。而兼青

色”[2]。《本草述钩元》中描述黄芩“圆者名子芩。新根内实。其直者条芩。破者名宿芩。乃旧根。中

空外黄内黝。即今片芩”[3]。 
从历代记载来看，黄芩古今用名统一。也有人根据黄芩的新旧将其分为枯芩和子芩。 

1.2. 黄芩的产地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芩“生川谷”[4]，《本草经集注》中记录黄芩“生秭归川谷及冤句。秭归

属建平郡。今第一出彭城，郁州亦有之。”《新修本草》认为黄芩“生秭归川谷及宛朐。秭归属建平郡。

今第一出彭城，郁为胜”[5]。《本草乘雅半偈》中记载黄芩“出川蜀，及河东、陕西，近道亦有”[6]。
《本草便读》中记载“黄芩处处山原皆有之。”《本草崇原》认为黄芩“出川蜀及陕西河东，近道皆有”

[7]。《神农本草经赞》曰：黄芩“生川谷。修条尾似。黠鼠奔。黄深北塞。黔杂西原”[8]。 
从历代本草记载来看，黄芩产于河北、陕西、山西、四川、湖北、甘肃等地。其中以山东和河北记

载最多，其为黄芩的道地产区的可能性也最大。 

1.3. 黄芩的品种 

《吴普本草》中描述黄芩为“二月生，赤黄叶，两两四四相值，茎空中，或方圆，高三、四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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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华紫红赤，五月实黑，根黄，二月至九月采”[9]。《本草图经》中记载：黄芩“苗长尺余、茎秆粗如

箸；叶从地四面作丛生，类紫草，高一尺许，亦有独茎者，叶细长青色，两两相对；六月开紫花；根黄，

如知母粗细，长四、五寸”[10]。《中华本草》中记载：“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滇黄芩、粘毛黄芩和

丽江黄芩的根”[11]。 
历代本草记载中，药用黄芩大多属于黄芩属。黄芩来源较为统一，并无争议。 

1.4. 小结 

黄芩的名称，产地，来源，从古至今变化不大，大致可认为，药用黄芩多来源于黄芩属，以河北，

山东两地所产质量为佳。 

2. 历代的黄芩性味及功效 

2.1. 汉代的黄芩 

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芩“味苦平”。“主治诸热黄疸，肠澼泄利，逐水，下血闭，恶疮

疽蚀，火疡。”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方论》中的治劳疟的“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汤”具有“和解少阳，生

津止渴”的功效，其中用“黄芩三两”来清泄邪热。《金匮要略方论》中的另一方——治霍乱的“泻心

汤方”具有“泻火燥湿”的功效，其中用“黄芩一两”，以黄芩苦寒泻心火，清邪热，除邪以安正。张

仲景的另一书《伤寒论》中用于“伤寒时疫”的“小柴胡汤”具有“和解少阳”的功效，其中用黄芩三

分来清泄邪热。 

2.2. 晋代的黄芩 

晋代的《吴普本草》中记载黄芩“神农、桐君、黄帝、雷公、扁鹊：苦，无毒。李氏：小温。”葛

洪的《肘后备急方》卷二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葛根解肌汤”具有“解肌清热，发表散邪”的功效，

方中用“黄芩一两”来清泻肺热。 

2.3. 唐代的黄芩 

唐代的《新修本草》中记载黄芩“味苦，平、大寒，无毒。”“主诸热黄胆，肠泄痢，逐水，下血

闭，恶疮，疽蚀，火伤。疗痰热，胃中热，小腹绞痛，消谷，利小肠，女子血闭、淋露、下血，小儿腹

痛”，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方上发汗汤第五——用于治伤寒温病的“解肌汤”具有“发

表，解肌，退热”的作用。 

2.4. 宋代的黄芩 

宋代的《证类本草》中记载黄芩“味苦，平、大寒，无毒。”“主诸热黄胆，肠泄痢，逐水下血闭，

恶疮疽蚀火疡，疗痰热，胃中热，小腹绞痛，消谷，利小肠，女子血闭，淋露下血，小儿腹痛”[12]。陈

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治风疫的“桂枝黄芩汤”具有“和解少阳，清热截疟”的功效，其中用“黄

芩半两”来清泄邪热。 

2.5. 金元时期的黄芩 

元代王好古的《汤液本草》中记载黄芩“气寒，味微苦，苦而甘。微寒，味薄气浓，阳中阴也。阴

中微阳，大寒。无毒”[13]。金代刘完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用于湿热痢疾的“芍药汤”具有“和

血调气，清热化湿”的功效，方中黄芩功擅清热燥湿解毒。元代李杲的《东垣试效方》中用于大头瘟的

“普济消毒饮”具有“清热解毒，疏风散邪”的功效，其中酒黄芩清热泻火，祛上焦头面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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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明代的黄芩 

陈嘉谟的《本草蒙筌》中记载“味苦，气平、大寒。”“宿芩泻肺火，消痰利气，更除湿热，不留

积于肌表间；子芩泻大肠火，养阴退阳，又滋化源，常充溢于膀胱内。赤痢频并可止，赤眼胀痛能消”

[14]。吴又可的《温疫论》中用于治疗瘟疫或疟疾的“达原饮”具有“开达膜原，辟秽化浊”的功效，其

中黄芩苦寒，清热燥湿。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中用于瘟疫的“柴葛煎”具有“散毒养阴，透疹解毒，

清热生津”的功效。张鹤腾的《伤暑全书》卷下中用于治疗瘟疫的“救急解毒丸”，具有疏风散热，清

热解毒的功效，其中酒芩清热解毒，透泄热毒。吴昂的《医方考》中用于大头瘟的“普济消毒饮子”具

有清热解毒，疏风散邪的功效，其中黄芩清泄上焦热毒。陶华的《伤寒六书》卷三中用于天行大头病的

“芩连消毒汤”具有疏风清热，解毒消肿的功效。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卷二中用于大头瘟的“牛蒡芩

连汤”具有清热泻火，散风消肿的功效。万全的《片玉痘疹》中用于预防小儿痘疹，麻疹透发不畅，丹

痧(猩红热)的“代天宣化丸”具有清瘟解毒，透疹退热的功效。 

2.7. 清代 

叶桂的《本草经解》中记载黄芩“气平。味苦。无毒。”“主诸热。黄胆。肠泄痢。逐水。下血闭。

恶疮疽蚀。火疡”[15]。王士雄(孟英)的《霍乱论》中用于霍乱的“蚕矢汤”具有清热利湿，升清降浊的

功效，其中黄芩清热燥湿。熊立品的《治疫全书》中用于瘟疫的“浮萍黄芩汤”具有清热解肌的功效，

其中黄芩清散经络之热。何廉臣的《重订广温热论》卷二引梁玉瑜方中用于瘟疫的“十全苦寒救补汤”

具有凉血解毒，清热定惊的功效，其中黄芩泻火解毒。杨璿的《伤寒瘟疫条辨》卷四中用于瘟疫的“大

清凉散”具有清热利水，凉血解毒，通泻三焦之热的功效，其中黄芩清热解毒。余师愚的《疫疹一得》

中用于瘟疫的“清瘟败毒饮”，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泻火的功效，其中黄芩可清泄气分上之火邪。叶桂

述的《医效秘传》中用于湿温时疫的“甘露消毒丹”，具有利湿化浊，清热解毒的功效，其中黄芩清热

燥湿，泻火解毒。王士雄的《温热经纬》中有用于温热暑疫诸病的“神犀丹”，具有清热开窍，凉血解

毒的功效。梅启照的《梅氏验方新编》中用于白喉的“神仙活命汤”，具有泻火解毒，清肺利咽的功效。

吴谦的《医宗金鉴》中用于麻疹发疹期的“化毒清表汤”，具有解毒透疹的功效。祁坤的《外科大成》

中用于大头风的“双解消毒散”，具有祛风清热，解毒泻火的功效。 

2.8. 近代 

《中华本草》中记载黄芩具有抗菌作用和抗病毒作用，可以用于治疗急性菌痢和传染性肝炎。《中

药大辞典》中记载黄芩具有抗微生物作用，可用于治疗急性菌痢，治疗传染性肝炎。赵锡武的《赵锡武

医疗经验》中用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的急性期的“加味葛根芩连汤”，具有清热透表，芳香逐秽，

调肝熄风，宣痹通络的功效。 

2.9. 现代 

大量现代研究表明，清热解毒药能杀死病毒或抑制病毒复制等发挥直接抗病毒作用，或双向调节人

体免疫机能发挥抗间接病毒作用。黄芩是临床常用的清热解毒类药，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

其有效成分主要是黄酮类化合物，如黄芩素、黄芩苷、汉黄芩素和汉黄芩苷。有大量研究表明，黄芩素

和黄芩苷具有抗菌，抗炎，抗病毒的作用。 
在抗菌方面，黄芩对常见致病菌具有广谱抗菌作用。体外实验证明，黄芩煎剂对肺炎球菌、白喉杆

菌、炭疽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等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已有研究表明，黄芩苷可能通过破坏细胞

膜和细胞壁的完整性，抑制菌体的 DNA、RNA 或蛋白质的合成，从而达到抑菌或杀菌的目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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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病毒方面，黄芩对流感病毒、肝炎病毒、艾滋病病毒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黄芩煎剂体外对甲

型流感病毒有抑制作用，对体内感染流感病毒的小鼠可减轻小鼠肺部病变和延长存活时间。黄芩苷对乙

型肝炎的三种抗原均有抑制作用。黄芩素对登革热病毒具有直接杀灭作用。黄芩及其主要活性成分黄芩

苷可通过直接杀灭病毒、抑制病毒复制、调控宿主细胞功能蛋白表达、抗炎等作用机制来有效防治病毒

[17]。在抗炎方面，黄芩对急性、慢性炎症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结合靶点与通路分析，发现黄芩中

可能通过以下 3 种方式发挥抗炎作用：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阻断促炎因子与相应受体的结合、抑

制启动炎症反应的关键蛋白的表达[18]。由于黄芩独特的药理作用，使得他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治疗新冠肺炎效果极佳的清肺排毒汤、金花清感颗粒、痰热清注射液、安宫牛黄丸等方药

中均含有黄芩。从达原饮、黄连解毒汤、小柴胡汤、甘露消毒丹等经典方剂到安宫牛黄丸、防风通圣丸

等中成药，再到现代研发的中药制剂如蓝芩口服液、蒲地蓝消炎片、清开灵口服液(注射液)等，随处可见

黄芩在治疗疫病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3. 总结 

黄芩自汉代开始用于治疗疫病，主要是通过其清泻邪热的功效来发挥作用。黄芩用于治疫的记录在

汉，晋，唐，宋，金元时期不太多，以明清为多，直到今日，诸多医家仍在使用黄芩来治疗疫病。经过

整理和考证，可见黄芩在治疗疫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可为临床医生合理使用黄芩治疫

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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