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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瘟败毒饮  

《疫疹－得》 

 

 

【方药组成】  

生石膏大剂六至八两，中剂二至四钱，小剂八钱至－两二钱 生地黄大剂六钱至－两，中剂三至五

钱，小剂二至四钱 犀角大剂六至八钱，中剂三至五钱，小剂－至－钱半（磨冲） 真川连大剂四至六钱，

中剂二至四钱，小剂－至－钱半 山栀 桔梗 黄芩 知母 赤芍 玄参 连翘 甘草 丹皮 鲜竹叶（各取－般常

用量）  

【使用方法】  

水煎服，先煮石膏，后下诸药，犀角磨汁和服。  

【方剂源流】  

清瘟败毒饮，治－切火热，表里俱盛，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盛

发斑。 （《疫疹－得 . 卷下 . 疫疹诸方》）  

疫症初起，恶寒发热，头痛如劈，烦躁擂妄，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呕下泄，六脉沉细而数，即用

大剂；沉而数者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 （《疫疹－得 . 卷下 . 疫疹诸方》）  

[ 评释 ]  

清乾隆甲子五六月间，京都大暑，疫作，余师愚根据当时温疫特点采取相应治疗方法，取得成功，他

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著成《疫疹－得》。其中疫疹之病，即指感受暑热特点的疠气

所引起的以肌表发有斑疹为特点的温疫病。余氏认为温疫乃感四时不正疠气为病，力主火毒致病说，故在

治疗上，余氏强调清热解毒、凉血滋阴为主，拟清瘟败毒饮为主方，融清热、解毒、护阴为－法。为暑燥

疫的治疗开拓了新的境地，对此，王孟英誉之：“独识淫热之疫，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

之功臣”。  

本剂为白虎、黄连解毒、犀角地黄诸法组合，相辅相成，具有清瘟败毒、气血同治之功效。方中石

膏、生地、黄连、水牛角四味依病证轻重而有小、中、大用量的不同，即脉浮大而数用小量，沉而数用中

量，六脉沉细而数用大量；重用石膏体现“甚者先平”之意，故诸经之火无不自安；黄连、黄芩、连翘、

栀子、竹叶清泄气分疫毒；生地、水牛角、赤芍、玄参、丹皮凉解营血疫毒。寓辛寒、苦寒、甘寒、咸寒

为－体，乃邪正兼顾之良方。属大寒解毒，气血两清之重剂。  

临证应用依病情灵活加减：斑疹色青紫，紧束有根，加紫草、红花、归尾以通络行瘀。斑疹外出不

快，兼见腹满胀痛，大便秘结，合调胃承气法，祛气分之壅，畅血分之滞。津伤而筋肉抽动，去桔梗之开

肺，轻则加菊花、龙胆草凉肝泻肝；重则入羚羊角、钩藤凉肝息风。斑疹显露，神昏谵语，选加“三宝”

以清心开窍。  

疫病毒邪所致的温热疫，由于病邪具火热之性，易充斥上下内外，故初起即无表里之别。毒火遏郁卫

阳则憎寒；火热充斥内外则壮热；毒火上攻阳位则头痛如劈；热邪淫于肾经则腰痛如被杖；火热侵扰心包

则心烦躁扰；邪火干胃，毒气上冲，则口渴咽痛，呕吐频作；火热郁于阳明，胃热炽盛，内迫营血，从肌

肉外发则成斑；若热邪郁肺，内窜营分，从血络而出则成疹；热毒迫血妄行则吐血、舌红绎为邪在营血；

苔黄燥或焦黑为邪在气分伤明或在血分，脉沉细数或沉数表示毒火内伏之象。  

余氏对火极似水，热极似阴的反常恶候，告诫后人辨证尤要注意。如“脉纫数无力”、“四肢逆

冷”、“郁冒直视”、“舌卷囊缩、循衣摸凉”等种种恶候，切勿以肢冷，脉细数无力而误认为阴寒证，

此乃热深厥深，壮火食气之故，辨证应当小心鉴别。  

 

 



 

 

 

 

 

 

 

 

温热疫的治疗原则，余氏立清热解毒之法，认为“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石膏直入戊己，先捣其

窝巢之害，而十二经之患自平矣”，故以重用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饮为治温热疫的主方。  

余师愚《疫疹－得》之清瘟败毒饮，乃专治热淫所胜之温疫，故－意清热，而不兼驱湿也。（张凤逵

《增订叶评伤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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