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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研读

《黄帝内经》药熨方探骊


王宇　姚长风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８）

摘　要：《黄帝内经》药熨疗法开创了药熨这一外治大法的先河，书中关于药熨法的记载颇多且有专篇论

述。文章探讨其中药熨方的相关内容，通过整理历代文献中有关药熨方的记载，对药熨法的药熨方的组方制剂

及运用、历代发挥和现代临床运用等方面系统论述，以期为中医临床的发挥及应用提供相关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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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熨”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灵枢·九
针论》载：“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故

又称“熨引”法。药熨法是指将药物或多种药物混

合物加热后置于人体相应部位，并借助药物的温

热之功，将药物的活性成分通过皮肤渗透到经络

之中，从而达到温通经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等

功效［１］。此法相关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西汉《五十

二病方·诸伤》的“治齐（脐）”疗法，其作用原理

与药熨法相似，基本方法是将炒制温热的药物粉

末热敷于肚脐上以治疗风寒湿痹等寒性疾病［２］。

而药熨方是《黄帝内经》药熨法的主要临床载体，

文章探讨《黄帝内经》药熨方的学术思路和临床发

展，兹论述如下。

１　《黄帝内经》药熨方的组方制剂及临床运用
１．１　药熨方的组方制剂　《灵枢·寿夭刚柔》载：
“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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