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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燥救肺汤  

 

  

【方药组成】  

石膏二钱五分 ( 8 克 ) 冬桑叶三钱 ( 9 克 ) 甘草一钱 ( 3 克 ) 人参七分 ( 2 克 ) 杏仁七分 ( 2 
克 ) 胡麻仁一钱 ( 3 克 ) 阿胶八分 ( 3 克 ) 麦冬二钱 ( 6 克 ) 批把叶六分 ( 2 克 )  

【使用方法】  

水一碗，煎六分，频频二三次滚热服。痰多加贝母、瓜蒌；血枯加生地黄；热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
黄。  

【方剂源流】  

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因于燥者，喻氏清燥救肺汤主之。  

吴鞠通《温病条辨》  

温燥者，燥之复气也，治以清润，清燥救肺汤主之。  

俞根初《重订通俗伤寒论》  

自制清燥救肺汤，治诸气膹郁，诸痿喘呕，桑叶经霜者得金气柔润不凋之为君去桔梗三钱，石膏煅禀清肃
之气极清肺热二钱五分，甘草和胃生津一钱，人参生胃之津养肺之气七分，胡麻仁炒研一钱，真阿胶八
分，麦门冬去心一钱二分，杏仁炮去皮尖炒黄七分，批把叶一片刷去毛蜜涂炙黄。  

昌按：“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
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亦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呕属阳明，以喘属肺，是则呕与痿，属之上
下，而惟喘属之上矣。所以千百方中亦无一方及于肺之燥也。即喘之属于肺者，非表即下，非行气，即泻
气，间有一二用润剂者，又不得其肯綮。总之内经六气，脱误秋伤于燥一气，指长夏之湿，为秋之燥，后
人不敢更端其说，置此一气于不理，即 成明知理燥，而用药夹杂，或戈获飞虫，茫无定法示人也。  

今拟此方，命名清燥救肺汤。大约以胃气为主，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其天门冬虽能保肺，然味苦而气滞，
恐反伤胃阻痰，故不用也．其知母能滋肾水，清肺金，亦以苦而不用，至如苦寒降火，正治之药，尤在所
忌。盖肺金自至于燥，所存阴气，不过一线耳，倘更以苦寒下其气，伤其胃， 其人尚有生理乎 ? 诚仿此
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症，如沃焦救焚，不厌其频，庶克有济耳。”  

喻嘉言《医门法律》  

冉雪峰：“查此方辛凉甘润，清轻而不重浊，柔润而不滋腻，以疗无形无质燥邪之伤肺，实为合拍，夫肺
为清金，今感受外来燥邪，不清而燥，两燥相搏，内外合邪，所存生气几何，辛烈既张其邪焰，苦寒又伤
其生机，惟滋甘凉润沃，庶足以泽枯涸而救焦樊．喻氏补秋燥一条，以辨证素问之脱简遗佚。其言明漪清
彻，实乃野岸渔火，暗室一灯。此方在清热剂中，别具一义，另是一格 ( 录自《历代名医良方注
释》 ) 。  

张兼成：“夫燥之一证，有金燥，有火燥，前已论之详矣。此方为喻氏独创，另具卓识，发为议论，后人
亦无从置辨。虽其主治固无金燥火燥之分，而细阅其方，仍从火燥一端起见，此必六淫火邪，外伤于肺，
而肺之津液素亏，为火所逼，是以见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象。然外来之，非徒用清降可愈。经有火郁发之
之说。故以桑叶之轻宣肌表者，以解外来之邪，且此物得金气而柔润不凋，取之为君。石膏甘寒色白，直
清肺部之火，禀西方清肃之气，以治其主病。肺与大肠为表里，火逼律拈，肺燥则大肠亦燥，故以杏仁、
麻仁降肺而润肠。阿胶、麦冬以保肺之津液，人参、甘草以补肺之母气。批把叶苦平降气，除热消痰，使
金令得以下行，则膹郁喘呕之证，皆可痊矣” ( 《成方便读》 ) 。  

  



 

 

 

【评释】  

吴、喻等氏认为燥热伤肺一证，是感受燥热病邪，燥热化火，耗伤肺胃津气所致。气逆上冲，胸中膹满而
不得宣畅，肺津受伤，肺失滋润，宣降失常，则可见干咳无痰，气逆而喘，咽干鼻燥，胸满胁痛；燥热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