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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营汤是中医治疗温病的著名方剂之一，有关文献对其功能持有不同认识，众说纷纭，使人莫衷

一是，似有通过探讨以臻一致的必要，爰将一己粗浅之见述之于下，以为抛砖引玉之举。 

    

    清营汤方源及其制方原意 

    

    清营汤方出吴鞠通《温病条辨》，书中提及此方凡三见，《卷一?上焦篇》载：“十五、太阴温

病，寸脉大，舌绛而干，法当渴，今反不渴者，热在营中也，清营汤去黄连主之。”[1]同篇又有

“三十、脉虚，夜寐不安，烦渴，舌赤，时有谵语，目常开不闭，或喜闭不开，暑入手厥阴也，手厥

阴暑温，清营汤主之。”[1]又在《卷二?中焦篇》载述：“二十、阳明温病，舌黄燥，肉色绛，不渴

者，邪在血分，清营汤主之。”[1]综上所述，清营汤主治病症，吴氏再三强调“热在营中”、“邪

在血分”、“舌绛而干”、“烦渴，舌赤”、“舌黄燥，肉色绛”，加以吴氏名之为“清营汤”，足

见制方者初衷乃为用治温病邪热蕴于营血病症，然则后世学者基于方中组成各药既有清除营血邪热之

品，复寓清除气分邪热之物，以至对《温病条辨》原意并未予以认同。 

    

    有关文献对清营汤功能的不同认识 

    

    虽然吴氏创制清营汤原意未被后人接受，但其方药组成对于温病邪热已然入营、气分邪热尚未尽

除之际，仍有临床实用价值，故有关中医方剂、治法等专著均予录载，以至流传颇广，而且对其功能

亦进行补充，只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遂使所说功能并不一致，为了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有关文献的

不同认识，仅据手头资料略予归纳，引录如下。 

    

    1、认为清营汤功能为“透热转气”的有以下5书： 

    

    ①《中医方剂学讲义》说：“温邪乍入营分……犹可透营泄热，仍转气分而解，正如叶天士所谓

‘入营犹可透热转气’，本方立意即在于此。”[2] 

    

    ②上海中医学院编《方剂学》说：“邪热乍入营分……犹可透营泄热，仍转气分而解，本方就是

根据‘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意思所制定的。”[3] 

    

    ③《中医方剂临床手册》说：“综合诸药……使乍入营分之邪热，可以透出气分而解。”[4] 

    

    ④《医方发挥》说：“本方是治疗邪初入营的代表方……热邪初入营分，是由气分而来，此

时……气分症状尚未全解，营分症状即已出现……其治法是使营分之邪仍转至气分而解，即叶天士所

谓‘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之法。”[1] 

    

    ⑤《古今中医治法精要》在“透热转气法”概念中说：“温热之邪初入营分，气分症状尚未全

解，营分症状即已出现……可采用……综合治法，以截止温邪深入，使邪由里达外，由营分转出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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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清营汤作为本治法代表方剂。”[5] 

    

    2、认为清营汤功能“透热转气”，体现了“气营两清”治法，以及认为清营汤可达到“气营两

清”目的，“亦即”或“并有”“透热转气”意思的有以下4书： 

    

    ①广州中医学院主编《方剂学》说：“本方是清营透气的代表方……温邪初入营分，根据叶天士

《外感温热篇》提出‘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理论……使热邪转出气分而解，体现了本方气营两清之

法。”[6] 

    

    ②陈伟等主编《方剂学》，所说与上书雷同。[7] 

    

    ③广东中医学院主编《方剂学》说：“本方治症是温热之邪由气分转入营分……宜在清营解毒之

中，配以清气分之药，达到气营两清的目的，亦即《外感温热篇》所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意

思。”[8] 

    

    ④《中医治法与方剂》说：“本方犀角清营凉血，……银花、连翘、竹叶以清气分热见长，配入

方中，不仅协同奏清热解毒功效，并有‘透热转气’的意思，使营热因开达作用转出气分而解。”

[9]

    

    综上所述，可见主张清营汤功能“透热转气”者，9书均皆涉及，而认为功能“气营两清”者仅

有4见，即此4见亦尚未摆脱“透热转气”之说，只占小部分，似应认同“透热转气”为是。然则学术

问题并非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准则，尚需根据正确的理论认识与临床实践予以衡量，何况其中尚有某些

概念有待澄清，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因而还不足以作为定论。 

    

    “透热转气”与“气营两清”功能机制不容混淆 

    

    上述中医方剂及治法专著，或认为“透热转气”体现了“气营两清”，或认为“气营两清”亦即

“透热转气”的意思，将两个不同功效全然或几乎视为相同作用，如此混淆概念的论述不够妥当，因

为对于“透热转气”，《医方发挥》解释非常清楚：“其治法是使营分之邪仍转至气分而解。”[1]

《中医方剂学讲义》亦明确指出：“温邪乍入营分……但犹可透营泄热，仍转气分而解。”[2]而

“气营两清”则是双管齐下，直接同时将气分、营分邪热一并清除，并不通过宣透作用将入营邪热使

之再回到气分，怎能说“透热转气，体现了气营两清”或“气营两清，亦即透热转气”呢？这些混淆

概念、不合情理之说，需要力予纠正。 

    

    对清营汤功能“透热转气”的不解之处 

    

    叶天士《外感温热篇》创“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之说，仅举犀角、玄参、羚羊角三药为例[5]；

吴鞠通《温病条辨》创制清营汤仅历述主治病症，并未说明即是禀叶氏“透热转气”治法所制，可见

二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各自表述。自从1964年南京中医学院所撰《中医方剂学讲义》将两者撮合，

认为清营汤立意即在叶天士所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于是一唱众和，广为流传，诸凡方剂教材、

中医治法专著无不采纳，认为清营汤具有“透热转气”功能，甚至推许为“透热转气”的代表方，形

成医家、学者之共识，惟是其中存有不合情理之处，不能令人无惑，由于迄今尚未见有详予说明可释

疑团者，爰将一己不明之处述之如下。 

    

    1、清营汤中犀角、生地、丹参均无宣透作用，何以能将入营邪热透出气分？既然认为清营汤能

将入营邪热透出气分，则必须具有能入营血，并兼有宣透作用的药物，才能在药性到达营分以后，发

挥宣透功能，达到将邪热向气分透出的目的，此乃极为浅显之理，毋庸详析者，然而清营汤中虽有犀

角、生地、丹参等能入营血之品，却无一具有宣透之性，试问怎能将入营邪热透出气分？此不能无惑

者，一也。 

    

    2、清营汤方用金银花、连翘均为气分之药，怎能将入营邪热透出气分？基于上说，如欲将入营

邪热透出气分，必须具备能入营血、且有透发作用的双重功能。金银花、连翘二药均为气分之药，除

了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指出连翘“凡在气分之郁热，皆能已之。”[10]《中医方剂学讲义》

还进一步认为：“身热烦渴，是气分犹有温邪……故用……银花、连翘……清泄气分之邪。”[2]

《中医治法与方剂》亦说：“银花、连翘、竹叶以清气分热见长。”[9]谓其能将入营邪热透出气

分，怎能令人信服？此不能无惑者，二也。 

    



    3、据雷载权《中药学》称：金银花“本品有透营转气之功”[11]，陈家英《古今中医治法精

要》说：“银花、连翘等宣透疏导……使邪由里达外，由营分转出气分而解。”[5]《中医治法与方

剂》说：“银花、连翘、竹叶……并有‘透热转气’的意思，使营热因开达作用转出气分而解。”

[9]《医方发挥》说：黄连、竹叶心、金银花、连翘“四药合用并能‘透营转气’，使邪热转出气分

而解。”[1]此外，广东中医学院主编的《方剂学》[8]、陈伟主编的《方剂学》也说：“黄连、竹叶

心、连翘、银花……并透热于外，使邪热转出气分而解。”[7]与《医方发挥》持相同认识。对于以

上诸多看法不知究以何者为是，抑或功能并无差别？果真上述诸药均能“透热转气”，是否还要加用

犀角、生地黄等药进行治疗？如果不必加用，还能称为清营汤否？如果仍需加用，岂非浪费药材、增

加病家负担？此不能无惑者，三也。 

    

    4、清营汤是为治疗温邪已入营分、气分邪热尚未全解所制，此时将入营邪热透出仍至气分，岂

非促使气分热势愈威，怎能反会“而解”呢？广东中医学院《方剂学》说：清营汤是治疗“温热之邪

由气分转入营分……而气分之邪尚未尽解者”[8]之剂，《医方发挥》也说：“本方是治疗邪初入营

的代表方……气分症状尚未全解，营分症状即已出现”[1]的病症。两见相同，都突出气分邪热尚未

尽解，因此如果服用清营汤确能将营分热邪透出、仍转至气分，可想而知必然会导致气分热势益炽，

怎么反会有如《医方发挥》与陈伟等主编《方剂学》等书所说的使“邪热转出气分而解”[1，7]呢？

此不能无惑者，四也。 

    

    以上四惑，皆在阅读诸家文献论述清营汤功能后而萌发，感到或有违情理，难以自圆其说，或不

符推理，自相矛盾。追其源流当是既崇信叶天士“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之说，又将清营汤奉之为“透

热转气”治法之代表方使然，不仅令人读后难免疑团丛生、不能理解，抑且由于人云亦云，广为流

传，误导后学，诚非治学者应有之严谨态度。鉴于迄今尚未见质疑者，笔者愚钝不敏，敢以同道浙江

上虞柴中元先生所说“应为后学指迷、无为贤者讳失”[12]为铭，历举不解之处如上，尚祈高明者赐

予开导，以启茅塞。 

    

    清营汤功能似以“气营两清”为宜 

    

    称清营汤功能“透热转气”，显违情理已见上述，吴鞠通命名“清营”未及清气，疏于全面亦非

允当，唯有关文献认为“气营两清”，则切中肯綮，符合实际，深以为然，理由有三，述之于下。 

    

    1、从所治疗病症来看，既然气分邪热尚未尽解，而入营邪热已现，理应“气营两清”、双管齐

下始为恰当，如下述文献皆有述及。 

    

    ①《温病条辨》引用汪延珍所说：“此条以舌绛为主，绛而中心黄苔，宜气血两清。”[1] 

    

    ②广东中医学院《方剂学》说：“本方治症是温热之邪由气分传入营分……气分之邪尚未尽

解……治法上宜在清营解毒之中，配以清气分之药，达到气营两清目的。”[8] 

    

    ③傅衍魁等《医方发挥》说：“温热之邪由气入营，热伤营阴，而气分热邪尚未尽离……故治法

上应将清营解毒和清气泄热之品互相配伍。”[1] 

    

    以上三说，均从所治病症的病因、病机角度阐明采用气营两清治法的必要性。 

    

    2、从方中组成药物来看，既有清泄气分邪热之品，复寓清营凉血之物，可奏“气营两清”之

功。 

    

    ①《中医方剂学讲义》说：“方中犀角、地黄、丹参清营分之热……身热烦渴是气分犹有温邪，

故用竹叶（原方为竹叶心）、黄连、银花、连翘……清泄气分之邪。”[2] 

    

    ②成都中医学院《中医治法与方剂》说：“本方犀角清营凉血……银花、连翘、竹叶（原方为竹

叶心）以清气分热见长。”[9] 

    

    ③《医方发挥》说：“犀角咸寒，入营入血……既能清除营分热毒，又能凉血散瘀，为方中主

药……佐以黄连泻火解毒，竹叶心……专清心气……是以清气分之热。”[1] 

    

    以上三说，均从分析方中药物性效，阐明本方将清气药与凉营药合于一方，为证实本方确具“气

营两清”功能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3、从临床具体应用可根据气、营双方的热势强弱进行加减变化来看，也反映了本方既具清气、

又能清营的双重作用。 

    

    ①《医方发挥》说：“若气分热盛而营分热轻，宜重用金银花、连翘、竹叶心等清热解毒之药，

相对减少犀角、生地黄、玄参的用量。”[1] 

    

    ②《中华本草（精选本）》在连翘条中说：“热邪入里，初涉营分而致……斑疹隐隐……可与水

牛角、生地、金银花等配伍，以清营透热。”[10] 

    

    以上二说，前者指出若气分热重可重用银花、连翘、竹叶心等清气药；后者虽未明言营分热盛，

但从“斑疹隐隐”四字推敲，可以认为营分热势较为炽盛，因而需与犀角、生地黄等配伍应用；足见

从临床具体应用亦可了解本方具有“气营两清”功能。 

    

    综合上述三个理由，认为清营汤是“气营两清”之方，理法相符、药症相当，既具说服力，又有

可信度，在教学上可使学生易于理解，在临床上具有指导意义，建议今后对其功能采用此说，舍弃纠

缠不清、存有争议之“透热转气”说，未稔能否获得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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