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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古籍《必用药剂诸品》中记载的女金丹方源考证

孟山丹 1.2　苏力德 3　孟合毕力格 4　吴七十三 2*

1. 扎赉特旗绰勒卫生院　内蒙古兴安盟　137600

2.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通辽　028000

3. 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　内蒙古呼伦贝尔　021008

4.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中蒙医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1500

摘　要：《必用药剂诸品》是著名医学家衮布扎布撰写的蒙医珍贵古籍，该书收录了中药方剂 39 首，但大部分方剂没有详

细记载来源，尤其女金丹的记载不明确。通过查阅多本古籍文献，并结合《中药方剂》方药信息大全进行检索、对比分析。

本文最终明确了《必用药剂诸品》中记载的“女金丹”的方源，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必用药剂诸品；女金丹；方源

蒙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中医药及其他民族医药之

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学习和借鉴中医药理论方面

表现得尤为突出。蒙医药不仅吸收了大量的中药方剂，其中

在蒙医药著作《必用药剂诸品》中，记录了一首用于治疗妇

科疾病的良方，名为女金丹。该方在应对妇科疾病方面展现

出显著的疗效和实用价值，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必用药

剂诸品》中并未详细阐述女金丹的来源、组成成分等关键信

息，这使得对其深入研究和临床应用带来诸多困难。因此，

本文将围绕女金丹展开研究，结合作者的写作背景、女金丹

在中医古籍中的记载及其变迁，通过对比和分析不同文献资

料，旨在明确和理清衮布扎布在《必用药剂诸品》中所记载

的女金丹的方源及其相关信息。这一研究不仅旨在填补现有

文献中的空白，还将为蒙医药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

思路，从而推动蒙医药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应用与创新。

1. 衮布扎布与《必用药剂诸品》[1]

衮布扎布（约 1690 年 -1750 年）[2] 是清朝康熙到乾隆

年间的学术界著名史家、翻译家、大学者、医学家、语言学家、

教育家 [3]。历史上称衮布扎布·公（封建爵位称）或衮布扎

布台吉（蒙古贵族称号）[4]。他精通蒙、藏、汉、满四种语言。

雍正时任藏文学校总管，兼管翻译事，乾隆时被封命为“大

清内阁掌管译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2]。衮布扎布一生撰写

或翻译《恒河之流》《智慧之源》《大唐西域记》《甘珠尔》

《丹珠尔》等历史、医药学、佛教等方面的诸多著作。其中，

医药学方面撰写的著作有《必用药剂诸品》（又名《药方》，

此名后人复面时命名）[4]、《番汉药名》（又叫《藏蒙汉药名》）

等。《必用药剂诸品》是衮布扎布于 1742 年至 1750 年之间

撰写，是蒙医医学史上初次用蒙古文字记载的蒙医方剂书籍
[5]。该书中用满文、汉文、蒙古文三种语言记载 39 首中药方剂，

满文音译汉名，用蒙古文字记载诸方的功效、性质、用法、

禁忌等。对 26 首药方有注释，其余 12 首方无注释，又加注

了另外一种中药方，共有 39 首中药方剂。这是一本涵盖多

种使用方法，并能治疗多种疾病的综合性医学书籍。

2. 《必用药剂诸品》记载的女金丹

《必用药剂诸品》中记载的女金丹是一首治疗妇女诸

多疾病的良药。该文中对女金丹的介绍仅以蒙古语呈现，其

字面意思翻译如下：< 调经养血，安胎顺气，不论产前产后

之疾、月经不调、身体虚损，宫寒，腰痛，耳鸣，四肢松软

久病者，腹中气血积聚，腹痛，手脚麻痹，崩漏带下，血稠

血滞等凡妇女疾病均很好的疗效。坚持服用更佳，治疗妇科

疾病的神奇妙药，忽轻视。用法：一次两、三钱，空腹温酒

送服或开水送服。> 描述了女金丹的功效主治和用法，未提

及其方源。因此蒙医古籍《必用药剂诸品》中描述的女金丹

究竟从何而来，尚需进一步考证。

3.  中医古籍女金丹的记载

查阅现存文献及古籍发现，女金丹在诸多古籍中都有

记载。下面通过方源、写作朝代、作者、著作刊行年、文中

记载位置、方名变化等多个方面找线索和有力依据。明确蒙

医古籍《必用药剂诸品》记载的女金丹。鉴于古籍中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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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金丹配方存在差异，将附表进行比较分析。

表 1  古籍中记载表

方  源 朝代 作者 刊行年 组成数量 记载方名 记载的卷或门

《鸡峰普济方》[6] 南宋 张锐 1133 年 15 味
（无香附子） 大胜金丸 第十五卷 / 妇人崩漏门

《妇人良方大全》[7] 宋 陈自明 1237 年 15 味
（无香附子） 胜金丸 卷之二 / 众疾门

《妇人良方补遗大全》[8] 明 熊宗立 1509 年 16 味
（无香附子有沉香）

胜金丸
（不换金丹） 卷之二 / 众疾门

《韩氏医通》[9] 明 韩懋 1522 年 16 味 女金丹 方诀無隐章第八

《古今医统大全》[10] 明 徐春莆 1556 年 16 味 胜金丸 卷之八十四 / 螽斯广育

《医学入门》[11] 明 李櫹 1575 年 16 味 女金丹 外集 / 卷七 / 妇人小儿外科
用药赋

《证治准绳·女科》[12] 明 王肯堂 1602 年
16 味

（一方有沉香，无没药。
一方有附子，无沉香）

胜金丸
（一名不换金丹） 卷之一 / 治法通论

《万病回春》[13] 明 龚延贤 1615 年
16 味

（一方去没药加沉香。
一方去桂，用熟地黄）

女金丹 卷之六

《济阴纲目》[14] 明 武之望 1626 年
16 味

（一方去没药加沉香，
一方去桂心加熟地黄）

胜金丸
（一名女金丹） 卷之六 / 求子门

《简明医彀》[15] 明 孙志宏 1629 年 16 味 胜金丸 卷七 / 廣嗣

《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
[16] 明 岳莆嘉 1636 年 16 味 女金丹 下卷 / 女科

《景岳全书》[17] 明 张景岳 1624 年成书
1700 年后出刊

16 味
（内加熟地黄即名胜金丹）

女金丹
（一名不换金丹或胜金

丹）
妇人规古方 / 妇人

《宁坤秘笈》[18] 清 竹林寺僧 不详 16 味 女金丹
（一名胜金丹） 中卷

《清太医院方》[19] 清 不详 不详 16 味 女金丹 妇科门

《必用药剂诸品》 清 衮布扎布 1750 年后 不详 女金丹 必用药剂诸品

说明：16 味组成药有白薇、白芍、白芷、白术、白茯苓、藁本、当归、甘草、人参、桂心、川芎、没药、牡丹皮、延胡索、赤石脂、香附子。

经查阅古籍发现女金丹最初记载于明代《韩氏医通》

又名《医通》，韩懋撰 [20] 韩懋人称白飞霞或韩飞霞 [21]。《韩

氏医通》对女金丹的注释里写到 < 此古方胜金丸，武夷翁授

予配制之法 >，因此明代《韩氏医通》可能源于宋代《妇人

良方大全》中记载胜金丸上加了香附子后演变为女金丹（又

名不换金丹、胜金丸）。《妇人良方大全》与《鸡峰普济方》

均为宋代著作，但相差百余年，《妇人良方大全》中 15 味

药的计量、制法有所改变，功效更为详细，命名为胜金丸，

到了明代《景岳全书》时加了熟地黄即命名为胜金丹。《宁

坤秘笈》中别名有胜金丹，宝坤丸，济阴丹等。总之，一方

有香附子无沉香，一方去没药加沉香，一方去桂用熟地黄，

并将其命名为女金丹、胜金丸或胜金丹。与此同时，在《清

太医院配方》中单独记载了胜金丹，共有 15 味组成药物，

与《鸡峰普济方》的大胜金丸和《韩氏医通》的女金丹、《宁

坤秘笈》的胜金丹对比发现，有 4 味组成药物不同，且主治

功能也完全不同，因此《必用药剂诸品》记载的胜金丹是同

名异方的方药不是女金丹演变过来的胜金丹。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古籍及文献中并未找到不换金丹命名的方药。元代许国

祯所著《御药院方》中，不换金丹被用于治疗中风口眼斜之

证。女金丹亦有治疗中风口禁、半身不遂等功效，二者在治

疗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因此推测女金丹可能最早源于不换金

丹的演变，但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通过对不同版本

配方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女金丹的演变过程体现了

中医理论中“辨证施治”的原则。以最早的配方为基础，通

过加减药物、调整剂量和配制方法，女金丹逐渐完善，虽然

不同版本的配方的药物组成和功效略有差异，但总体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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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保持一致。

通过对众多女金丹方药的对比分析发现，蒙医药古籍

《必用药剂诸品》记载的药物功效与《清太医院配方》记载

的女金丹基本相同。两本古籍均为清朝时期著作，其中《清

太医院配方》是清朝皇宫秘方，而衮布扎布曾于宫中任职，

因此有可能接触到宫中秘方。虽然《必用药剂诸品》中未提

及女金丹的具体组成药物，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该配方已广为

流传或仅存在这一种配方药，或者作者手中拥有记录这些中

药配方的书籍。

4. 讨论

本研究中提及的衮布扎布在各种记载中有不同名称 , 有

贡布嘉、工布查布、贡布扎布、关布扎布、乌珠穆沁公·衮

布扎卜等，但实际为指同一人，由于蒙古文在起人名时缺乏

统一的汉字书写标准。因此在翻译时会产生多种变体。

《必用药剂诸品》曾因页面缺失被后人复面时命名为

《药方》，如今通用名为《必用药剂诸品》[22]。通过本研究

明确了蒙医药著作《必用药剂诸品》中女金丹的详细信息，

这对于蒙医药学研究和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这

项研究也为今后对《必用药剂诸品》中的 38 首中医药方剂

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通过对这些方剂的系统分析和理解，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把

握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还能为相关学者和

研究者提供宝贵的理论支持。这一基础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其

背后的药理机制、作用原理以及历史渊源，从而推动中医药

蒙医药的现代化发展与创新。因此，这项研究不仅是对特定

方剂的探索，更为整个中蒙医药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了新

的视野和可能性。

已有研究的比较：女金丹随着时间推移，演变出多种同

名异方，如人参女金丹、赵氏女金丹、调经女金丹、山茶牌

女金丹、药典女金丹等等。由于组方和产地的差异，其功效

也存在区异，与《必用药剂诸品》记载的功效有较大差异 [23]。

目前，女金丹演变为女金丸 [24]，再由女金丸发展为女金胶

囊 [25][26]。《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女金丸源于明代《景

岳全书》和《清太医院配方》等，但处方各异。1963 年版《中

国药典》收载的女金丹含十六味药。自 1977 年版《中国药典》

起，改为女金丸，收载《天津中成药规范》中的二十三味药

处方 [24][27]。其组方、功效和剂型都发生了变化，但女金胶

囊与女金丸药理作用相同 [26]，最终被收录进《中国药典》，

成为具有规范性的中成药。

研究结果的局限性：本研究虽然初步探讨了女金丹的

方源考证，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未来的研究应当

更深入地分析女金丹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探讨其在历史长河

中的演变及影响。另外，组方药物的具体性质、作用及配伍

原则等方面也需要进行更为详尽的研究，以便全面理解女金

丹的特性和应用。此外，由于目前资料的有限性，这项研究

可能存在一定的遗漏，尤其是女金丹在其他古籍中可能有更

多相关记载，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查阅这些古籍，以补充和丰

富现有的研究成果。

研究展望和意义：本研究为蒙医药的现代化应用开辟

了新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将《必用药

剂诸品》中收录的有效中药配方与蒙医药的辩证施治原则相

结合，我们能够对这些配方进行灵活的加减配伍，或在临床

实践中直接应用，从而实现跨医学体系的创新性研究。这种

方法不仅能够有效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性，为医学研究和临

床应用注入活力和发展机遇，同时还能够促进这两种传统医

学体系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挖掘出更多有效的治疗方法

和药物。此外，这一研究思路将极大丰富医学治疗的手段，

为患者提供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医疗选择，提升其健康水

平和生活质量。这种创新的实践模式，不仅是对传统医学智

慧的传承和发展，更是对现代医疗体系的重要补充，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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