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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传验方到临床利器——三两三的临床魔力
荣春丽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611130；

提要：三两三是民间的中医秘传验方，以独特的组方比例（三两三钱三分）和显著临床疗效闻名。本文将从“三

两三”的神秘起源入手，研究其组方剂量和配伍两个方面的奥妙，着重探讨其中已从民间秘方广泛应用到临床实

际的验方“疮疡三两三”。该方治疗疮疡效果显著，兼具补气活血、清热排毒的作用。通过灵活调整配方，该方

剂对多种顽固病症均有明显改善作用。笔者将结合具体临床案例简析其独特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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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药秘方是传统医学的瑰宝，源自民间经验，经

代代相传而成。这些秘方凝聚了古代医家的智慧，但因

传承隐秘，一度濒临失传。如今，挖掘和研究秘方既能

传承中医文化，又能为临床提供有效方剂，展现其独特

价值。

1 三两三的起源考究

有关类似三两三的文献记载中，最早可溯源到《验

方新编》（清代鲍相璈编），《验方新编》中虽无直接

名为“三两三”的方剂，但存在组方结构与“三两三”

高度相似的药方，其中记载道：“治痈疽初起方”采取

金银花（三两）、当归（一两）、蒲公英（三钱）、甘

草（二钱），而后世由宋孝志先生整理的组方中，“疮

疡三两三”处方为生黄芪 30g 金银花 30g 全当归 30g 生

甘草 9g 川蜈蚣 0.1g。两者皆是三两主药加三钱佐使药，

且在药物选择方面也大有类似。由此推测，后世“三两

三”可能是对这些古方的秘传化、规范化命名，并通过

口述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方剂体系。

“三两三”是民间秘传的珍贵验方，长期由医家口

耳相传，20 世纪才逐渐公开。1962 年，宋孝志在《广

东中医》首次发表袁国华传授的四首“三两三”验方（疮

疡、首风、跌打、溃疡），使其进入学术领域。后来高

齐民根据宋孝志口述，又补充了热痹、安眠、自汗三首

方剂，丰富了该方的临床应用。这一从秘传到公开的过

程，既体现了民间验方的价值，也为研究中医传承和方

剂发展提供了典型案例。

2 三两三契合的医家理念

“三两三”药方融合了多个中医流派的核心理念。

首先体现了《黄帝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方名

暗合“天、地、人”三才之说，组方遵循“三分攻邪、

七分扶正”的平衡原则。其毒性药与补益药配伍的方式，

正符合《内经》“治病求本”的思想。其次，该方与张

仲景经方派的“方证对应”理念相通，严格遵循君臣佐

使的配伍原则，并保持精确的剂量控制（总重三两三钱

三分），与仲景方“药量即药效”的传统一脉相承。此

外，部分“三两三”方剂总重仅 99.9 克，药味精简（3

-5 味），与温病学派叶天士“轻灵透邪”的用药风格相

契合，体现了“轻可去实”的特点。

三两三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精准剂量、攻补兼施、

动态平衡，是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具象化范例。

3 三两三的组方特点

“三两三”作为一类特殊的秘方，其命名与构成颇

具神秘色彩。据传，“三两三”亦称“三两三钱三”，

其名源于独特的剂量组合：前三味主药各一两，合为“三

两”，而关键的保密药则为“三钱”或“三钱三分”，

因方剂总重量为 “三两三钱三分”（约 99.9 克），故

称“三两三”。其中可发现其剂量构成十分独特，在《周

易》数字卦中，“奇奇奇”三个奇数相组合，即成王败

寇，胜则全胜，败则全败（中平）。而恰好三两三的总

剂量为三两三钱三分，两者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河洛数理则通过“三”的生成变化规律，为“三两三”、

方剂提供了深层的数术支撑。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 3-3

-3 的剂量结构上，更表现为天地人三才平衡的治疗哲学。

“三两三”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组方理念，更体现

在其“秘药点睛”的特色。方中关键的三分或三厘药材

多为药性峻烈之品（如三七、全蝎、制马钱子等），取

其速效破积之功，体现“以峻治急”的用药特点。这些

秘药由医者亲自配制，不写入处方，仅口头叮嘱患者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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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既保证疗效又确保用药安全。这一做法充分展现了

民间验方“秘而不宣”的传统特色。

4 三两三组方

4.1 疮疡三两三

处方：生黄芪 30g 金银花 30g 全当归 30g 生甘草 9

g川蜈蚣 0.1g（0.1g≈3 厘）

（1）方解：君药中生黄芪补气托毒，金银花清热

解毒，全当归活血生血，构“气－血－毒”三重调节体

系。臣药生甘草调和诸药，增强解毒，其 9g 用量暗合

洛书“九金之数”。使药川蜈蚣为通络解毒之要药，善

治火丹痈疽、横痃瘰疬，尤对经久不愈之皮肤疮疡颇具

奇效，虽用量轻灵而功专力宏。其中，黄芪配合当归使

用大大提升免疫功能，金银花与蜈蚣协同抗菌，广泛应

用于湿疹、脓疱疮、特应性皮炎治疗。

（2）功用：益气活血、清热解毒

（3）主治：疮疡，肌肉风湿，风疹。用于顽固性

皮肤病、免疫相关疾病及荨麻疹等。

4.2 首风三两三

处方：麻黄 30g（打碎节先煎去沫）桂枝 30g（去

皮）罂粟壳 30g 甘草 9g。

（1）辨证加减：左侧痛者，佐龙胆草 0.1g；右侧

痛者，入钩藤钩 0.1g；头痛不偏者，配陈细茶 0.1g。

（2）注意事项：麻黄必须打碎节，先煎去沫，或

去头煎，桂枝必须去皮，不然会有鼻衄的后果。

（3）禁忌：服药后六日，禁食油腻生冷之物，36

日内禁房事。

（4）方解：《素问·风论》指出：“风邪由风府

上攻，则成脑风。”风寒入髓是头痛久治不愈的主因。

方中麻黄开表发汗，桂枝温通经脉，罂粟壳敛肺止痛，

形成“表－里－气”的调控体系。甘草调和药性，制约

麻黄之烈。其精髓在于麻黄发散与罂粟壳收敛的辩证配

伍，体现“开阖有度”的中医智慧。

（5）功用：祛风逐寒为主。

（6）主治：顽固性寒性疼痛（癌痛/三叉神经痛）、

重度风寒表实症（无汗而喘）、痉挛性咳嗽（百日咳样

发作）

4.3 跌打三两三

处方：全当归 30g、金银花 30g、大川芎 30g、穿山

甲 9g、滇三七 0.1g（研冲）

注意事项：开放性伤口、骨折未固定者禁用、孕妇

禁用、阴虚火旺、血热妄行者慎用。采用煎服方法，用

黄酒一碗（约 200mL）加清水两碗（约 400mL），混合

后煎煮。煎至药液浓缩至一碗半（约 300mL），过滤药

渣，药液分成两次温服。

方解：《素问》指出：“虚邪直中可致五脏气闭，

经脉壅滞。”患者元气亏虚，易致气血逆乱。方中当归

补血活血，金银花清热解毒，川芎行气止痛，形成“血

－气－风”同治体系。穿山甲活血通络，三七化瘀止血，

构成“三补一攻一调”的配伍结构，适用于血瘀热毒证。

（3）治则：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4）主治：痹症、骨折筋伤、瘀肿未消。

4.4 溃疡三两三

处方：赤小豆 30g、栝蒌根 30g、浙贝母 30g、大冰

片 0.1g。

注意事项：本制剂需将各味药材研磨成极细粉末，

精确称量后充分混匀。根据创面面积大小，将药粉分为

2-3 等份备用。使用时取一份药粉，以新鲜鸡蛋清调制

成膏状，外敷患处，每日更换一次。

方解：《金匮要略》：“赤小豆当归散，治狐惑酿

脓，目赤如鸠眼。”《医学心悟》：“贝母开郁散结，

其性非独治痰也。”《本草纲目》：“冰片通诸窍，散

郁火，其香为百药之冠。” 君药赤小豆利水消肿，栝

蒌根清热生津，浙贝母化痰散结，清热泻火，形成“水

－气－痰”三邪并治，适用于湿热痰毒壅滞之证。使药

冰片辛香透达，善能通关开窍、醒神益智，更具载药上

行之妙用。

（3）治则：消肿排脓

（4）主治：痈疽破溃后久不生肌，或新久溃疡皆

可外敷。

除去这四个经典的“三两三”组方，宋孝志还有些

许未曾发表的“三两三”处方，如“热痹三两三”、“安

眠三两三”、“自汗三两三”等处方。高齐民专家的拿

手方剂“镇衄三两三”。张炳厚教授常使用“芪银三两

三”、“痹证三两三”、“疮疡三两三”、“疼痛三两

三”。以及周安平教授善用“芪银三两三”化裁治疗顽

固性热病、胸痹等疑难杂症。

5 疮疡三两三的临床应用

有关三两三的组方颇多，之所以名冠“疮疡三两三”，

是因为其为外科圣方，主治疮疡，肌肉风湿，风疹，顽

固性皮肤病、免疫相关疾病及荨麻疹等病症。什么谓之

疮疡，《黄帝内经》中提出疮疡与气血、阴阳失衡相关，

在《灵枢·痈疽》有云：“营卫之气滞留经脉，则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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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涩；血滞则卫气受阻，郁遏不得宣通，故而化热。热

毒炽盛不解，则血肉腐坏，腐坏则成脓。”此外，外感

毒邪与内蕴热毒相搏，灼伤血络，致使气血瘀滞，发为

疖肿、疔疮、痈疽等症，此皆属疮疡之列。

此方由生黄芪 30g 金银花 30g 全当归 30g 生甘草 9

g川蜈蚣 0.1g 所构成，注重“气－血－毒”三重调节体

系，气血营卫调和，又除风祛邪，因此对于表里营卫不

和、湿热瘀毒滞留于肌表者，新病或日久，皮毛或肌肉

疾患，皆可辨证组方而治。

“疮疡三两三” 在诸多 “三两三” 组方中应用

较为广泛，此前多位医家有关疮疡三两三发表过自己独

到的见解。多位中医名家对皮肤疮疡类疾病提出了独到

见解。房定亚教授提出“外疮内源”理论，认为体表疮

疡虽表现为局部病变，实则与机体内部气血失调密切相

关。周平安教授运用疮疡三两三方剂在脓疱疮、神经性

皮炎等顽固性皮肤病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芪银

三两三”便是周平安教授基于传统验方改良的创新方剂。

此方突破传统应用范畴，可灵活运用于多种免疫相关性

疾病。现将结合具体病案说明。

6 验案举隅

（1）姜苗教授应用“疮疡三两三”原方治疗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EGFRI)相关中重度皮疹，均为常

规西药治疗无效的患者，其中，皮疹严重程度，3例中

度，7例重度；疾病特征，均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病理分型，鳞癌与腺癌各 5例，正在接受 EGFR 靶向治

疗（特罗凯 7例，易瑞沙 2例，爱必妥 1例）；性别分

布上，男性 6例，女性 4例；年龄 62~81 岁，中位年龄

68岁。结果 10 例患者中，9例经治疗后皮疹基本消失

或转为轻度皮疹，通常于服药 1周左右起效。该研究证

实，对于靶向治疗引起的顽固性皮疹，传统中药方剂“疮

疡三两三”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

（2）慢性荨麻疹患者，女，60岁。2009 年 6月 2

6日来诊。患者全身反复出现云片状皮疹 10年余，时发

时止，此次外感后皮肤红疹，来诊时见皮疹色淡，皮疹

瘙痒，遇风后加重，恶风，时时汗出，痰多，舌红苔白，

脉弦滑。辨证：脾虚湿蕴证。治法：健脾燥湿和胃，祛

风胜湿止痒。方药：芪银三两三加减。

7 结语

三两三方剂历经临床锤炼，已从民间验方发展为中

医特色疗法。其成功转型既体现了中药配伍的独特智慧，

更凝聚了历代医家守正创新的实践结晶。通过持续优化，

该方的适应症不断拓展，彰显了“传承中创新，创新中

传承”的中医发展理念。

当前该方研究仍存在不足，理论阐释较少，临床多

用加减方。这与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原方因药味精

少、含毒性药材及特殊用法，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和验证。

未来需加强古籍挖掘，深入理解配伍精髓，推动经典方

剂的现代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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