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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冰片一般入丸散用,通过整理古今冰片入汤剂的文献,发现冰片在历代就有直接入汤剂使用的情况,现代文献中也记载
部分中医用冰片入汤剂,其中以冲服居多。 冰片气清香,有挥发性,在水中微溶,考虑中药汤剂处方灵活,冰片入汤剂能迅速起效,
因此也未尝不可,建议直接冲服,并注意冰片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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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rneol
 

is
 

generally
 

used
 

in
 

pills
 

and
 

powder.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borneol
 

into
 

decoction,
 

it
 

is
 

found
 

that
 

borneol
 

has
 

been
 

used
 

directly
 

into
 

decoction
 

in
 

the
 

past
 

dynasties.
 

Modern
 

literature
 

also
 

records
 

that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t
 

borneol
 

into
 

decoction,
 

most
 

of
 

which
 

are
 

taken
 

in
 

decoction.
 

Borneol
 

has
 

characteristics
 

of
 

fragrance,
 

volatile,
 

slightly
 

dissolved
 

in
 

water.
 

Considering
 

the
 

flexible
 

prescrip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borneol
 

into
 

the
 

decoction
 

can
 

take
 

effect
 

quickly,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take
 

directl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amount
 

of
 

borne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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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片是我国传统中药,使用历史悠久,具有开窍醒神、清
热止痛的功效,用于热病神昏、惊厥、中风痰厥、气郁暴厥、中
恶昏迷、胸痹心痛、目赤、口疮、咽喉肿痛、耳道流脓等,一般入

丸散用,外用研粉点敷患处,常规用量为 0. 15~ 0. 3
 

g[1] 。 现代

临床使用冰片,以中成药居多,主要集中于心脑血管疾病、骨
伤疾病、皮肤黏膜疾病、胃肠道疾病等的治疗上,临床应用广

泛[2] 。 近年来,我院冰片入中药汤剂的情况日趋增多,也可见

冰片入汤剂的文献报道[3] 。 冰片入汤剂是否适宜,本文结合

古今文献进行分析探讨。
1　 历代冰片入汤剂情况

冰片在本草中多以“龙脑香” (《新修本草》)为正名,或称

“龙脑”(《证类本草》),明清之后多称为“冰片” “梅片” “冰片

脑”“梅花脑”“龙脑冰片”和“片脑”等[4] 。 历代典籍中记载一

般入丸散使用,如经典名方《温病条辨》 中的安宫牛黄丸[5]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苏合香丸[6]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

的急救回生丹[7] 和《外科正宗》中的冰硼散[8] 等。
冰片也有少部分入汤剂中使用的记载,如冰片入汤剂后

外用。 《本草纲目》中记载,“解轻粉毒:齿缝出血,臭肿。 贯

众、黄连各半两。 煎水,入冰片少许,时时漱之” [9] 。 《身经通

考》中记载,“治头重……新萝卜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

灌入鼻孔, 左痛灌右, 右痛灌左, 俱痛并灌, 目赤少时即

愈” [10] 。 《外科大成》中记载,“军持露治耳内痛引脑项者。 熊

胆(分许),冰片(少许)。 凉水五七茶匙化开,滴入耳内” [11] 。
典籍记载冰片入中药汤剂,使用方法以冲服居多。 《苍生

司命》中记载,“治热在下焦,不渴而小便不利。 黄柏、知母、牛
膝、石斛、赤茯、车前、木通、泽泻、灯心、甘草梢。 若淋秘危困,
于前汤煎熟时,入片脑三五厘在内,服之即通” [12] 。 《张氏医

通》中记载,“产后伤耗血脉……如见鬼神……虚则四物汤换

生地加桂心、炮姜、生蒲黄、石菖蒲。 实则四乌汤加川连。 煎

成入龙脑一捻。 服后得睡即安” [13] 。 《万病回春》中记载,“烦

躁、闷乱、发渴,定中汤加片脑半分,牛蒡子汤二盏和服” [14] 。
古代医案中也可见冰片冲入汤剂使用。 《慎五堂治验录》

中记载,“徐,右。 寒热二发,忽而汛至。 热入血室,夜则神昏

谵语撮空,天明略醒……危急之秋,勉予牛黄膏合交加法,清
气血之燔。 丹皮三钱,川贝三钱,杏仁霜三钱,鲜石斛五钱,郁
金三钱,桑叶三钱,黑豆卷三钱,鲜生地四钱、姜汁拌,牛黄二

分、冲入,琥珀五分、冲入,飞辰砂五分、冲入,冰片二厘、冲

入” [15] 。 《续名医类案》中记载,“张路玉治朱彦真酒膈,呕逆

不食……授以人参散方,用人参一两,煎成加麝香半分,冰片

三厘,三剂便能进食,盖片麝善散胃口之痰与瘀血耳” [16] 。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平潭蔡××,年五十八岁,初起恶

寒,旋即发热……方拟用加减解毒活血汤加石膏、芦根。 荆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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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三钱),连翘(三钱),金银花(五钱),浙贝母(三钱),生地

黄(五钱),赤芍药(三钱),桃仁(五钱),川红花(三钱),紫草

(三钱),生石膏(二两捣细),鲜芦根(一两),雄黄精(一钱),
冰片(五分)。 将前十一味煎汤两盅,分两次温服。 后二味共

研细末,分两次用汤药送服” [7] 。
典籍中也可见冰片与中药同煎后使用。 《增订通俗伤寒

论》中记载,“治疗温痉,髓热者,黄柏猪脊髓汤(生川柏、猪脊

髓、木通、石决明、鲜生地、生甘梢、冰片少许,童便冲入)” [17] 。
《赤水玄珠》中记载,“治脱肛,荆芥、龙脑、薄荷、朴硝,上煎汤,
一日洗数次,自入” [18] 。
2　 现代冰片入汤剂情况

冰片,芳香走窜,一般入丸散,现代临床应用以中成药的

形式居多,但近年也可见冰片入汤剂的文献报道。
冰片冲入中药煎汤中使用。 丁书文教授提出冰片可以直

接服用,一般是配合汤剂,直接冲服,常用剂量为 0. 2
 

g / d,用
于治疗胸痹,对于缓解胸闷、胸痛效果明显,一般服用 3 ~ 5

 

d
即可收到明显疗效[19] 。 邓铁涛教授运用“五脏相关论”治疗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胸痛,使用冰片 0. 5
 

g 冲服到益气

活血中药汤剂中,达到开瘀闭而止痛的目的[20] 。 王净净教授

治疗难治性癫痫, 创立 “ 愈痫灵 Ⅱ 号方”, 冲服使用冰片

0. 1
 

g[21] 。 马融教授认为,治疗儿童癫痫,伴发育迟缓、智力低

下,常用冰片通关开窍,配伍菟丝子共行填精益髓、补肾益智、
通关开窍以定痫,冰片用量为

 

0. 5
 

g(冲服) [22] 。 奚彩昆教授

凡遇顽固性头痛患者,每投以头痛宁方,方中使用冰片 2
 

g 冲

服,有开窍醒神、清热止痛的作用,为引经药,载药上行,直达

病所,一般三诊后头痛不再复发[23] 。 庄礼兴教授治疗痰热蒙

蔽清窍之阳闭证,用温胆汤加天竹黄、胆南星、鲜竹沥水以增

强清热化痰的作用,加入麝香、冰片等芳香开窍的药物以加强

促醒的疗效,冰片用 0. 2
 

g,冲入中药汤剂中[24] 。 艾正海等[25]

用补气芳香开窍法治疗抑郁症,方中使用冰片 3
 

g,冲服,作为

引经药,能增强血脑屏障通透性,使人参、黄芪等药物足量

入脑。
也有少数冰片与中药同煎后使用。 范淑红等[26] 治疗神经

性皮炎,自拟消风活血汤,方中用冰片 12
 

g 同煎,连续治疗

4 周,瘙痒、皮损症状明显减轻,未见不良反应。 仝小林院士治

疗过敏性鼻炎之肾阳亏虚、外感风寒证,用冰片辛散芳香、走
肌表而通鼻窍,配伍麻黄发挥辛温解表散寒功效,助通窍,冰
片用量多为 6

 

g[27] 。 季晓东[28] 治疗肾虚痰阻血瘀型血管性痴

呆,用地黄饮子方加减,方中用冰片 0. 3
 

g 同煎,取得了较好的

临床疗效。 封银曼自拟补肾醒脑方(人参、熟地、制首乌、女贞

子、赤芍、丹参、川芎、远志、石菖蒲、天麻、冰片),用于治疗血

管性痴呆,方中冰片为使药,具有开窍醒脑、引药上行之功,经
过临床观察及相关实验研究后,证明该方疗效确切,具有很高

的临床应用价值[29-30] 。 李小莉等[31] 用芪蛭三七汤(方中用冰

片 0. 1
 

g,水煎服)与常规西药治疗气滞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
疗效理想,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凝血状态及心功能。
3　 讨论

冰片是我国传统常用名贵中药,原名龙脑香,《本草纲目》
中记载,“龙脑者,因其状加贵重之称也”。 本草中记载的龙脑

香即现代的天然冰片,且我国不产,依靠海外进口,历代均为

贵重中药[32] 。 天然冰片,现代根据纯度差异,价格为每千克

1
 

000~ 4
 

000 元;而合成冰片平均价格约每千克 110 元,且产

量大,现市场上含冰片的中成药主要采用合成冰片[33] 。 现代

研究结果表明,冰片有抗炎、止痛、抗菌、防治冠状动脉痉挛、
促进血脑屏障开放、保护脑神经、双向调节中枢神经兴奋性、
促进其他药物透皮吸收等药理作用,被广泛用于循环系统、中
枢神经系统、皮肤、眼科、肛肠等疾病的治疗[34-35] 。 中药汤剂

处方灵活,起效迅速,且现在合成冰片价格便宜,容易获得,药
理作用明确,因此,临床应用冰片入汤剂也未尝不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2020 年版,以下简称《中

国药典》)中,冰片分为天然冰片(右旋龙脑)、冰片(合成龙

脑)和艾片(左旋龙脑) 3 个品种,三者的成分相对明确,均在

乙醇中易溶,在水中几乎不溶[1] 。 可知,冰片在水中的溶解性

问题是制约冰片入汤剂的主要原因。 冰片在《中国药典》中记

载为“水中几乎不溶”,但文献记载冰片在水中的溶解度为

1. 186
 

g / L,属于微溶[36-37] 。 现内服中药汤剂的剂量一般为

400
 

mL,对应可溶解 0. 474
 

4
 

g 冰片,且现代临床使用的冰片

以合成龙脑为主,容易获得,药效明确,因此,冰片入汤剂是可

行的。 冰片气清香,味辛、性凉,具挥发性[1] 。 古今文献中,冰
片入汤剂以冲服居多,因此在入汤剂时建议冲服,与《饮片新

参》 [38] 中记载的用法“生研冲”一致。 《中国药典》中,天然冰

片用量为 0. 3~ 0. 9
 

g,冰片和艾片的用量均为 0. 15 ~ 0. 3
 

g[1] 。
结合古今文献中冰片冲服的剂量以及冰片溶解度,建议冰片

入汤剂时冲服,剂量以 0. 2~ 0. 5
 

g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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