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药物性能上看

非扶正方，乃祛邪方也。

从用药上讲

几乎每味药都有宽胸理气的作用。

从整个方剂配伍上讲

其综合功效为宽胸理气、化痰降逆、温
通心阳、化瘀通络。

将三方组合应用，可以说是治疗胸痹心痛
病的最佳祛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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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伤寒论》第16条云：“观其脉证，知犯何
逆，随证治之。”这是辨证论治的总则。意思是
说，脉证不是一成不变的。“法随证转，方随法
立”，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对胸痹心
痛亦是如此。瓜蒌薤白剂的应用，既要有整体
观，又要注意个体化。国医大师王绵之认为：

“张仲景治疗胸痹心痛之瓜蒌薤白白酒汤、瓜
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效果颇佳，
但必须属于痰浊痹阻、胸阳不振、心脉不利者，有苔腻、脉弦滑之见证。”若有动则气短、心悸、气塞
者，可以加用茯苓杏仁甘草汤；若因肝气不舒引起“母病及子”心病者，可以加用柴胡疏肝汤疏肝理
气；若因痰滞中焦引起“子病及母”心病者，可以加用苓桂术甘汤健脾化痰；若因阳气不足，水气凌心
而病者，可以加用真武汤温阳化水；若因寒凝心脉，致使心脉瘀滞者，可以加用苏合香丸温通心阳；
若兼脉结代，心动悸者，可以加用炙甘草汤；若伴有血瘀水肿者，可以加用当归芍药散活血利水。现
在临床上常用的冠心2号方（丹参、赤芍、降香、川芎、红花）亦是活血化瘀良方。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瓜蒌薤白剂的
应用与体会

□毛德西

瓜蒌薤白剂指《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篇中的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与
枳实薤白桂枝汤三方，是目前治疗胸痹心痛的主要方药。经过多年对瓜蒌薤白剂的学习与应
用，笔者有所体会，今叙述如下。

瓜蒌薤白剂是治疗胸痹心痛的主方，但主方也要
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应用。从原文叙述的脉象来看，
胸痹心痛病的病机可以用4个字概括，即“阳微阴弦”。

瓜蒌薤白剂的药物组成为瓜蒌、薤白、半夏、桂枝、
厚朴、枳实、白酒。

关于胸痹心痛的虚与实，原文中有关脉象的叙述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阳微阴弦，即胸痹心痛，
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这里包括虚证与实证，即气血的不足（特别是阳气的颓废）
与致病物的瘀滞。中医辨证隐痛者为虚证，闷痛、刺痛者为实
证。瓜蒌薤白剂所治疗的正是胸痹心痛实证，所以主症当是胸
心闷痛，这正如原文所说“胸背痛、心痛彻背、胸满”。由于此疾
多见于气血较常人偏少的中老年人，所以亦会有诸如短气等
证。这是实中有虚的征象，不可作为纯虚证或纯实证而妄治
之。

谢文英为河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一直从事中医教学、科
研、临床等工作。我们现将其辨
数脉治疗月经先期的经验介绍
如下。

患者程某，女，35岁，2015年
7月2日前来就诊。患者矮小体
胖，腠理致密，喜食辛辣之物，自
述月经不调4年余，21 日行经一
次，量多色紫，舌质偏红，口微
渴，喜冷饮，大便干结，小便偏
黄。西医盆腔镜检查、阴道彩超
检查等均没有发现异常。细诊
其脉，浮取即得，一息七至，脉动
有力，诊为数脉，实非虚象。根
据寸脉询问程某，得知其有口腔
溃疡。辨证为阳盛血热妄行，治
当清热凉血、滋养阴液。方用傅

青主的清经散原方：丹皮 15 克，
地骨皮12克，酒炒白芍12克，熟
地 12 克，青蒿 9 克（后下），茯苓
15 克，黄柏 10 克。患者每周服
药5天，连服3周。2015年8月1
日复诊：自述经量有所减少，经
水颜色变至鲜红略暗，时间由提
前一周变至提前 3 天。嘱咐程
某经后 1 周继续服用原方，经行
停药。

月经先期是指月经周期提
前 7 天以上，经期正常，连续两
个月及以上者；多伴有经量过多
的症状，常见于西医的功能性子
宫出血和盆腔炎等妇科疾病。
中医将其分为虚不摄血和热迫
血行两类，具体又可分为脾气
虚、肾气虚和阴虚血热、阳盛血

热和肝郁化热证。《陈素庵妇科
补解》言明：“若不及三十日而先
至者，血热，当清热凉血。”《丹溪
心法》指出：“经水不及期而来
者，血热也。”《景岳全书》云：“凡
血热者，多有先期而至，然必察
其阴气之虚实……”血热实证多
素体阳盛，喜食辛辣之物，又情
志不遂，郁而化火，扰及胞宫所
致；血热虚证多为素体阴亏，致
虚热内生，冲任失调，患者常有
五心烦热之症，脉虽数，亦有
虚。数脉属阳，频率较快。《脉
经》记载：“去来促急。”《濒湖脉
学》说：“一息六至，脉流薄急。”
清朝张璐《诊宗三昧》曰：“数脉
者，呼吸定息六至以上，而应指
急数。”数脉多主火热，亦主阴

亏。生理性数脉见于孕妇、小
儿、运动后、进餐时等。清朝林
之翰的《四诊抉微》记载：“数脉
主腑，其病为热，有力实火，无
力虚火。”明代著名医学家张介
宾说：“暴数者，多外邪；久数
者，必虚损。”外邪入侵，火热之
邪留于体内，或久病阴亏，阴不
制阳，虚火内生，均可迫血妄
行，形成数脉。虚阳外浮之时，
阳气外亡，也呈数脉。小儿为阳
盛之体，孕妇气血充盛，体力劳
动后心率加快均可见数脉。

谢文英临床以数脉为辨证
关键。患者程某的脉象浮取即
得，一息七至，高于平人，属于数
脉。又因脉动有力，可知不属虚
损，证为阳热有余。嗜好辛辣之

物，热伤冲任，迫血妄行，故先期
而行，量多色紫；阳热伤津，故喜
冷饮。另外，患者寸脉明显，寸
主上焦，胸膈以上，当有阳热上
攻 头 面 的 口 舌 颜 面 生 疮 之 热
象。方中黄柏、青蒿、丹皮清热
降火凉血；熟地、地骨皮清血热
而生水；白芍养血敛阴；茯苓行
水清热，水既足而火自消，亦相
济之道也。全方清热降火，凉血
养阴，使热清则阴自复，血安而
经自调。

有些症状易被患者忽视。
医生问诊时虽不能诱导性询问，
但若通过脉象感知何处有疾，可
以追问其以印证。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

鱼鳞病是一组遗传性角化
障碍性皮肤疾病，主要表现为皮
肤干燥，伴有鱼鳞状脱屑。该病
多在儿童时期发病，主要表现为
四肢伸侧或躯干部皮肤干燥、粗
糙，伴有菱形或多角形鳞屑，外
观如鱼鳞状或蛇皮状。该病在
寒冷干燥季节加重，温暖潮湿季
节缓解，易复发，多系遗传因素
致表皮细胞增殖和分化异常，导
致细胞增殖增加和（或）细胞脱
落减少。

鱼鳞病的治疗原则为：口服维
生素A2.5万单位，一日3次；维生
素E0.1克，一日3次；异维甲酸10
毫克，一日3次；13-顺维甲酸0.5~

1毫克/公斤（体重），一日3次。此
外，可局部外用0.1%维甲酸软膏、
15%尿素脂等，也可用麦饭石水浴。

可用下列经验处方。
新当归饮子：全当归、川芎、

制首乌、熟地、党参、生白术、地
肤子各10克，赤白芍6克，荆芥4
克，生甘草3克，水煎服。

鱼鳞方：生黄芪50克，黑芝
麻 40 克，丹参、地肤子各 25 克，
当归、生熟地、枸杞子、首乌、白
鲜皮各20克，生山药、苦参片、防
风各15克，川芎、桂枝、蝉衣、甘
草各10克，水煎服。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

花椒又称青花椒、狗椒、蜀椒、
红椒、红花椒，不仅是调味剂，还是
药用价值很高的一味中药。中医
认为花椒味辛、性温，入脾、肺、肾
经，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
鱼腥毒，主要用于治积食停饮、心
腹冷痛、呕吐、咳嗽气逆、风寒湿
痹、泄泻、痢疾、疝痛、齿痛、蛔虫
病、蛲虫病、阴痒等。

头上白秃：花椒末、猪脂调
敷。

妇人阴痒不可忍：花椒、吴
茱萸、蛇床子各30克，陈茶一撮，

食盐50克，水煎熏洗。
皮肤瘙痒：花椒、白矾各 15

克，煎水洗。
牙痛：花椒、醋煎，含之。
盗汗：川椒目、五味子各 3

克，麻黄根、炙黄芪各9克，水煎
服。

胃痛：花椒 2 克，生姜 6 片，
捣碎，水煎服。

肠冷下痢、腹泻不止：花椒3
克，干姜6克，附子5克（先煎60
分钟），水煎服。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院）

伤湿止痛膏为外用剂，具有祛风湿、活血止痛的功
效，常用于风湿性关节炎、肌肉疼痛、关节疼痛。除此
之外，伤湿止痛膏还有以下新用法。

婴幼儿腹泻（单纯性消化不良）
婴幼儿腹泻症见大便溏稀，呈蛋花样或黄绿色，一

般情况下中医辨证属寒型。方法：将伤湿止痛膏剪成4
厘米×4 厘米的方块，贴在患儿肚脐中央，每天更换 1
次。使用前先用温开水洗涤肚脐部或用75%酒精消毒
脐孔，然后再贴伤湿止痛膏。腹泻停止后，再贴一两
次，以便巩固疗效。

急性支气管炎或咽喉炎
急性支气管炎或咽喉炎症见咳嗽、咯痰、气紧

等，常伴有发热、咽喉肿痛。方法：用伤湿止痛膏贴
在天突穴下（即胸骨上缘凹陷处），每隔24小时更换1
次，有较好的疗效。若配合内服消炎止咳药则效果
更好。

冻疮（未破溃者）
伤湿止痛膏外贴，对于治疗未破溃的冻疮导致的

皮肤痒痛有良好的疗效。方法：先用热水洗净局部，擦
干，贴上伤湿止痛膏，每日1次，两三次即见效。

晕车
乘车前，用伤湿止痛膏贴于脐窝，可治晕车。笔者

应用此方法治疗20余例，其中有晕车极为严重者，患者
均未发生呕吐，只有几例出现轻微的恶心现象。

手足皮肤皲裂
冬季，四肢末端出现皮肤裂口，医学上称之为皮肤

皲裂。用伤湿止痛膏治疗有效。方法：先用热水浸泡
皮肤皲裂部位10分钟，再用刀片把硬皮刮去（不要刮出
血），然后将伤湿止痛膏贴上，每天换1次。

鸡眼（足胼胝）
用伤湿止痛膏外贴治疗鸡眼有较好的疗效。方法：先用热水

洗脚，刮去鸡眼硬皮，将伤湿止痛膏剪成比患处稍大的方块，敷贴
患处，2天换1次（洗脚时不必揭掉）。贴敷数次后，疼痛消失、硬皮
软化，直至鸡眼变薄、缩小。

另外，用伤湿止痛膏外贴大椎穴、印堂穴、太阳穴，对治疗感
冒有一定的效果；外贴印堂穴，对治疗头痛有较好疗效。若用本
品外贴小腹疼痛处、尾骶处，每处 1 张，对治疗痛经有较好的疗
效。

（罗永祥）

辨数脉治疗月经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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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鳞病的治疗原则
□王西京

花椒的妙用
□徐玮玮

明辨虚实 详查舌脉

明确主症 抓紧主方

观其脉证 随证治之

整体思维 准确辨证

阳微者

元气与元阳不足也

阴弦者

血瘀、气滞、寒凝、痰阻也

阴弦指的是血瘀、气滞、寒凝、痰阻等。但临床辨
证不可囿于“痛则不通”之实证，因为还有“不荣则痛”
之虚证。如原文中用人参汤（人参、甘草、干姜、白术）
治疗“胸痹心中痞气”，亦是胸痹心痛病的常用方，这是
为心胃阳气虚而设的，目的在于温心胃之阳，阳气复而
寒邪祛。这说明临证时要有是证，用是药。

原文中所说的“寸口脉沉迟者”，是阳气衰微之象；“关上小紧数”，是阴
邪结聚的脉象。这与对“阳微阴弦”的解释是一致的。有观点认为在一个
时间点既见迟脉又见数脉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心律失常的征象，不足为
怪。岳美中认为“胸痹证若有舌苔，则多为白苔坐底，上罩一层薄黄苔，且
多滋润”。这里所说的“白苔坐底”，就是胸痹的基本舌苔；若浮有薄黄苔，
则是阳气蒸腾之象，非阳化也，不可作阳证而误投辛燥之品。若能观察到
舌下静脉迂曲，则是瘀血证与痰浊证的重要指征，对遣方用药非常重要，临
证不可忽视。

阳微

阴弦

是寸口脉虚，阳位见阴脉，为阳不及，是上焦阳虚。

是尺中脉弦，阴位见阳脉，为阴太过，是下焦阴实。

胸痹心痛的主要症状是胸心闷痛，其中闷痛是最主要的。

这句话并非医者的总结，而是患者的口语。患者常常形容
心绞痛为心闷痛或胸闷痛。中医在辨证论治的时候，首先要明
确疾病的部位，既然患者讲到胸心闷痛，就要考虑是心肺之
疾。但也有患者将胃脘痛说成心痛的，这一点医者要特别注
意。

肺为宗气主，心为血脉主，宗气与血脉的不足与瘀堵都会引
起胸心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