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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医师运用经方常用药物的剂量特点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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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555 首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探讨了《伤寒杂病论》方剂中出现频次排列在前 50 味的药

物（Top 50）在香港地区临床的用量情况，包括用药频次、最小用量、最大用量、平均用量。分析表明香港中医师使用频次

排列前 50 味的药物有 26 味与 Top 50 相同。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超过 58%药物的平均剂量在 10～20 g/d；70%的药物最小

剂量在 2～6 g/d；90%的药物最大使用剂量≥15 g/d；超过 50%的药物剂量差值≥15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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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的中医药发展是我国中医药现代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据调查，香港约有 60%
的市民曾经就诊中医；在香港提供门诊服务的医疗

机构中，约 10%为中医诊所，这些中医诊所承担了

约 22%的总门诊医疗服务量[2]。这些数据表明，中医

药在香港地区被广泛地接受和应用[3]。那么香港中医

师运用经方常用药物与内地中医师有何异同？笔者

通过研究具有明确剂量的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 555
首，以期明确经方常用药物在香港地区的使用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1.1.1  香港资料来源  研究采取医案文献处方收集

的方法，以当代香港中医师撰写的医案文献为研究

对象，共收集到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 715 首。 
1.1.2  经方药物选择  研究所选取的“经方常用 50
味药物”（简称为 Top 50）是根据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973”项目“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

名方相关基础研究”的子课题“基于文献及临床经

验挖掘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选择的研究对

象，这 50 味药物是对《伤寒杂病论》方剂中所有

药物出现的频次从高至低排序，选择了出现频次最

高的前 50 味药物，并根据研究的实际用药情况略

作调整[4]，具体药物名称见表 1。 
1.2  资料处理方法 

文中所搜集的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资料，仅选

择有明确使用剂量的处方。由于其中 67 首处方未标

注明确用药剂量，故予以删除。对于所搜集的处方

资料，仅选择剂型为汤剂的处方。对于颗粒剂、散

剂、丸剂等其他剂型处方均不纳入研究范围。最终

进入计算范围的处方共 555 首。 
1.3  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1）分别计算药物的使用频次、最小剂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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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 Top 50 用量情况表 
Table 1  Top 50 dosag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used in clinical prescription in Hongkong 

药名 
使用 

频次 

最小 

量 / g 

最大 

量 / g 

平 均

量 / g 

Top 50

排序 

在港

排序
药名 

使用

频次

最小 

量 / g

最大 

量 / g 

平均 

量 / g 

Top 50

排序 

在港

排序

甘草 342 3 20 6.6 1 1 栀子 45 6 15 10.4 26 47 

桂枝 138 1 30 9.3 2 8 五味子 61 3 15 8.7 27 30 

生姜 57 2 15 8.7 3 32 桃仁 71 9 30 11.0 28 24 

芍药 182 10 30 14.5 4 5 瓜蒌 22 10 30 14.8 29 87 

干姜 54 3 15 8.3 5 38 川芎 102 3 15 9.5 30 14 

附子 76 5 30 14.3 6 21 泽泻 69 6 30 13.5 31 25 

人参 6 9 20 13.7 7 204 龙骨 15 20 40 29.0 32 119 

半夏 126 4 20 10.5 8 11 麦门冬 100 9 30 13.2 33 15 

黄芩 92 3 30 12.2 9 18 吴茱萸 10 3 20 9.0 34 159 

茯苓 282 5 45 16.8 10 2 猪苓 29 9 30 14.0 35 70 

地黄 223 6 30 16.6 11 4 苍术 45 5 15 10.1 36 45 

麻黄 23 3 15 7.6 12 84 防风 56 6 15 10.7 37 34 

大黄 55 2 20 7.9 13 36 牡丹皮 85 6 20 11.6 38 19 

黄连 31 3 10 6.1 14 61 升麻 25 4 12 7.8 39 78 

杏仁 37 6 15 10.5 15 54 贝母 29 3 15 11.1 40 69 

黄芪 170 6 120 23.3 16 6 连翘 31 10 15 12.4 41 63 

白术 275 6 30 13.0 17 3 酸枣仁 37 10 30 20.0 42 53 

枳实 21 6 15 11.4 18 94 黄柏 41 6 15 10.2 43 50 

细辛 30 1.5 12 3.7 19 67 知母 22 6 15 12.1 44 90 

石膏 9 12 60 31.0 20 173 防己 4 10 20 12.5 45 244 

当归 167 4 20 10.6 21 7 茵陈蒿 31 6 30 18.5 46 65 

厚朴 36 5 20 10.9 22 55 滑石 8 15 20 19.4 47 178 

柴胡 99 4 24 9.6 23 16 秦皮 13 6 15 9.2 48 136 

牡蛎 31 15 30 28.1 24 64 天花粉 18 6 20 13.8 49 107 

桔梗 55 5 15 9.7 25 37 射干     50  
 
大剂量、平均剂量。（2）以“枚”、“片”等非衡制

单位表示的药物剂量暂不予以折算。（3）最小剂量

值与最大剂量值之间的范围反映某药的剂量分布区

间。剂量分布区间可反映药物临床用量的灵活性。

（4）平均剂量的计算方法即统计学上的算术平均数

（X）＝ΣX/n（n 为总频数）。平均剂量可以反映剂量

的集中分布趋势，是描述某一药物剂量集中分布在

某一位置水平的变量值，亦反映某种药物剂量的平

均水平。但平均剂量并不表示该药的常用剂量值，

因在众多的剂量数据中，个别数据的明显增大或减

小会影响平均剂量的统计结果。 
2  结果 

在 555 首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共涉及药物

346 味，其中绝大多数药物亦是内地中医师临床常

用药物。本文重点针对这 346 味药物中的 Top 50 进

行研究。具体数据见表 1。表 1 中最后一列标明了

该药在总体 346 味药物中的排序情况，便于了解香

港中医师的整体用药情况。 
2.1  用药频次 

由上表最右两列的 Top 50 用药频次排序及香

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 346 味药物用药频次排序中可

以看出：（1）将 Top 50 常用药物在 555 首香港中医

师临床处方中出现的频次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其中

出现频次超过 100 次（包括 100 次）的药物共有 11
味，分别是甘草、桂枝、芍药、半夏、茯苓、地黄、

黄芪、白术、当归、川芎、麦门冬。在《伤寒杂病

论》中干姜、附子、麻黄、大黄等药性峻烈的药物

较常用，而在现代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出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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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 次的 11 味药物大多药性平和，以益气养

血、滋阴补阳为主，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变迁，香

港中医师的用药特点有趋向于以补养药物为主的

趋势，这和内地中医师的临床用药规律基本一致。

（2）Top 50 与香港中医师常用药物有所区别。由表

1 可以看出，52%的 Top 50 药物与香港中医师临床

处方 346 味药物频次排列在前 50 味的药物相同（共

计 26 味），另有 24 味 Top 50 药物排在 346 味药物

的前 50 味之外（其中射干在 555 首香港中医师临床

处方中未出现）。如人参、麻黄、黄连、杏仁等药物

在《伤寒杂病论》中较为常用，但在香港中医处方

中出现的频次较低，均排在 50 位之后；而黄芪、白

术、当归、川芎等药物在香港中医处方中较为常见，

但在《伤寒杂病论》中出现频次较低。（3）香港中

医师临床处方中排列第9位的丹参、第10味的党参、

第 12 位的山药和第 13 位的陈皮，用药频次也均在

100 次以上，可见香港中医师对这 4 味药也是钟爱

有加。由于它们不在 Top 50 之列，表中没有予以分

析。另外山萸肉、菟丝子、太子参、牛膝、砂仁、大

枣、桑寄生等药物，在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也比

较常见，因均未在 Top 50 范围内，故未作讨论。因

此，可以看出部分香港中医师的常用药物并非与经

方常用药物相同。香港中医师在结合本地区临床经

验的基础上，用药已具有自身特点。 
2.2  药物用量分析 
2.2.1  最小剂量  通过研究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

Top 50 的用药剂量，可以发现，香港中医师使用经

方常用药物的剂量与内地中医师相差不大。在所有

Top 50 药物的使用最小剂量的药物为桂枝 1 g/d，最
小剂量中最大的为龙骨 20 g/d，有 70% Top 50 的药

物最小剂量在 2～6 g/d。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出现

频次超过 100 次的 11 味药物中，仅桂枝（1 g/d）和

芍药（10 g/d）2 味药物的最小剂量值偏小或偏大，

其余 9 味药物的最小剂量值均在 2～6 g/d。 
2.2.2  最大剂量  由表 1 可以看出，有 90%的药

物最大使用剂量≥15 g/d，其中使用最大剂量的药

物是黄芪（120 g/d）。100%的药物最大使用剂量≥

10 g/d。 
2.2.3  剂量分布区间  最小剂量值与最大剂量值之

间的范围反映某药的剂量分布区间。剂量分布区间

可反映药物临床用量的灵活性。由表 1 可以看出，剂

量分布区间最大者为黄芪（6～120 g/d），剂量差值

为 114 g/d；其次为石膏和茯苓，剂量差值分别为 48 

g/d 和 40 g/d。剂量分布区间最小者为连翘和滑石，

均为 5 g/d。在所有 Top 50 药物中，有超过 50%的

药物剂量差值≥15 g/d。 
从以上对于最小剂量、最大剂量和剂量区间的

分析，可以看出经方常用药物在香港地区的临床用

量较为灵活。很多药物与《伤寒杂病论》中原方中

药物用量范围没有重叠。 
2.2.4  平均剂量  平均剂量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

药物剂量。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 Top 50 的平均

剂量分布在 3.7～31 g/d，剂量范围相差 27.3 g。在

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 346 味药物中平均剂量超过

20 g/d（包括 20 g/d）的药物有 5 味，分别是黄芪、

石膏、牡蛎、龙骨和酸枣仁。平均剂量在 10～20 g/d
的药物共有 29 味，平均剂量小于 10 g/d 的药物共

有 15 味。可以看出，超过 58%的药物平均剂量在

10～20 g/d。 
2.2.5  内地中药用量分析  席萍等[5]通过对广州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4 年的 13 000 余首处方

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使用频率最多的单味药剂

量为 15 g，其次为 10 g，80%以上的药物剂量在 10～
30 g。程京艳等[6]通过对北京积水潭医院 2009 年 10
月的 1 300 余首处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单味药多

以 10 g 为常用量。香港中医师使用 Top 50 的常用

量同样多为 10～15 g。 
韩俊俊等[7]对浙江省人民医院 2008年的 11 000

余首处方进行统计，重点对使用频次排列在前 40
位的药物进行剂量分析。在这 40 味药物中，有 25
味药物与 Top 50 相同。对比平均剂量可以发现，超

过 90%的药物平均剂量差值＜2 g。 
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中医生施用中药的剂量比

较统一，用量与内地中医师相差不大。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 555 首具有明确使用剂量的香港中

医师临床处方进行数据分析，主要探讨了 Top 50 在

香港地区的使用情况。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经方常用 Top 50 中有 52%的药物与香港中医师

使用的 346 味药物中频次排列前 50 位的药物相同。

如甘草、桂枝、芍药、半夏等。亦有部分香港中医

师的常用药物并非为经方常用 50 味 Top 50，如丹

参、党参、山药、陈皮等。（2）在剂量方面，从对

香港地区中医处方单味药的最小剂量、最大剂量、

剂量分布区间、平均剂量分析，可以说明香港中医

师施用中药的剂量比较统一，与内地中医师的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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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量相差不大，且临床用量较为灵活。（3）香

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有超过 58%药物的平均剂量

在 10～20 g/d；70%药物最小剂量在 2～6 g/d；90%
药物最大使用剂量≥15 g/d；超过 50%药物剂量差

值≥15 g/d。 
4  讨论 

本文根据香港中医师用药剂量的客观情况，对

Top 50 在香港中医师临床处方中的用量进行了归

纳。通过较为详实的处方资料，对香港中医师应用

经方常用药物的特点予以总结，充分说明了香港中

医师的中药临床使用剂量与内地中医师相差不大

这一用药特点。通过查阅文献，笔者认为这一特点

的出现与香港地区的地理条件和中医药教育状况

有关。 
中国香港的中医源于大陆，特别是岭南广东地

区，两地毗邻相接，文化同源，交流频繁[8]。早期

的香港中医多属前清遗老及落难秀才，从内地移居

香港后才转行行医，亦有不少的医家则是往返于粤

港之间行医[9]。从 20 世纪五六年代开始，大批广州、

上海等内地的医家学者移居香港，为当地中医界增

添不少人才。自 1998 年起到现在，香港已有 3 所大

学开办全日制中医或中药课程，大批内地资深中医

药学专家赴港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由此可见，香

港中医受内地，尤其是岭南医学影响颇深。 
同时，香港注册中医考试中明确规定，中医毕

业生必须在课程中完成“不少于 30 周的毕业实习”，

然而到目前为止，香港地区并没有中医教学医院，

因此，实习问题仍然依赖于内地的中医院，这一现

象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香港中医师较为

全面地继承内地中医师的临床用药特点。 
近年来，中医学家对于中药剂量及安全性的问

题越来越重视，部分学者认为现今中药的临床用量

过大，已影响到临床疗效和安全性[10]。众所周知，

在长达 150 余年的殖民统治之下，西方医学在香港

的医疗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也使得其对中

医的影响更甚于内地，对用药安全性问题考虑更多。

当今香港中医师的中药临床用量与内地中医师差异

不大，这一现象能否从侧面反映出内地中医师的临

床常用剂量在安全范围之内？笔者曾对 Top 50 在

汉方医学中的用量进行探析[11]，这些研究结果对于

思考中药剂量及安全性问题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志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徐大基教授对本

研究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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