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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好古辨治阴证的特色
□韦宇霞

学术论坛学术论坛

诊疗感悟

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代医学家，赵州（今河北省赵县）人。王好古少时与李杲一起学医，师从张元素，后王好古又跟
随师兄李杲学医。其学术思想受到“张元素脏腑虚实的影响，独重视脏腑虚损的一面；受到李杲脾胃气虚的影响，独重视三阴
阳虚的一面”。同时，王好古还认为“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者难辨而难治”。因
而著成《阴证略例》一书，以专论阴证于医林别树一帜。笔者就王氏辨治阴证的几个主要特色略陈管见。

究病因，重视气弱与浊邪
王好古认为，阴证的形成，无

论源于外感，抑或起于内伤，关键
在于人体气弱，故曰：“膏粱少有，
贫素气弱之人多有之。”气弱主要
责之于脾胃。例如，麻信之在序
文中追述《阴证略例》著书本旨时
曾云：“阴候寒盛，外热反多，非若
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至于脉
鼓击有力，加阳脉数倍，内伏太
阴，发烦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
喻也。”不难看出，王好古重点论
述的是太阴（脾）虚寒证。为突出
说明脾胃阳虚是形成阴证的主要
病机，《阴证略例》引《活人书》云：

“大抵阴证者，由冷物伤脾胃，阴
经受之也。”王好古把“单衣而感
于外”“空腹而感于内”“单衣空腹
内外俱感”“内寒饮冷，误服凉药”

“语言太过，口鼻气消”等因素，只
是发病的诱因。王好古认为：“所
禀轻重不一，在人体气虚实之所
得耳。”着重说明“本气实者受邪
轻，而不易发病；本气虚者，阴寒
内盛，复感阴邪，内外相加而易发
病。”《阴证略例·海藏治验录》载
阴证病例 7 则，均具备素食生冷
（包括过服凉药）损伤中阳，内已
伏阴的病史，由再感阴邪，内外皆
阴而成是证。可见王好古既能在
理论上探微索隐，又能验证于临
床，实属难能可贵。就少阴、厥阴
的形成而言，王好古亦认为无不
与脾胃有关。王好古在《阴证略
例·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中，就
开宗明义地指出“饮冷内伤，先损
胃而及三阴各经，应凭色脉辨析

伤在何经”。
关于外因在发病中的意义，

王好古对感受雾露雨湿的认识颇
有新见。他分析，外感雾露雨湿
与内伤饮冷皆可致寸口脉入手。
王好古认为“雾露饮冷同为浊
邪”，并提出了“雾露入腹”的见
解，以说明“雾露”与“饮冷”虽然
有入腹、入口的不同途径，但是皆
因直接损伤脾胃而致阴证。如

“雾露入腹，虽不饮冷，与阴冷同；
内伤饮冷，虽非雾露，与雾露同，
何哉？脉皆阴而寸口小耳。”对

“雾露入腹”这一感邪途径的创
见，不仅与《金匮要略·脏腑经络
先后病脉证并治》“雾伤皮腠，湿
流关节”之说显然有别，亦与《伤
寒杂病论》寒邪由表入里的发病
过程迥异。这对正确辨别阴证，
进而指导治疗不无启发。

详辨证，尤擅脉诊与触诊
阴证不仅有阴气内充身凉，

四肢逆之寒象，且有阳气外游而
见面赤、烦躁之热象，有甚者阳气
暴脱而人卒天，至其兼变之证则
不可胜数。难怪王好古有“阴证
难辨”“害人为尤速”之感叹。鉴
于此，王好古广搜博采前贤有关
阴证的诊疗经验，参以心得，而能
精于辨证，尤其在病情重笃或疑
以难辨之时，则每每借助于脉诊、
触诊鉴别之。如真寒假热之辨，

《阴证略例·论谵言妄语有阴阳》
云：“谵妄悲笑，《内经》云谓其皆
属于热，面赤喜笑烦心，《难经》亦
谓其属于热。此等证候之属热者
为世人所共晓，第其属阴者则难

辨识，当取诸脉辨析之。”阳证“脉
皆洪实，按之有力”；阴证“脉按之
无力，即阴气内足。阳气外游皮
肤之间，是无根之火也。阳气及
心火于皮肤之间，肺主皮毛，故有
谵妄悲笑及面赤喜笑烦心之证。”
若此等脉证兼胸背、两手斑出，或
唾血丝，或鼻中微血衄，是无根之
火外游之象。王好古独取脉象的
诊法“最为验也”。其配合皮肤触
诊协助辨证的经验尤为特色。如

《阴证略例·海藏治验录》载案，其
一：“牌印将军完颜公之子小将
军，病伤寒六七日，寒热间作，腕
后有斑三五点，鼻中微出血。好
古诊之，两手脉沉涩，胸膈间及四
肢按执之。殊无大热，按‘外阳内
阴’论治，服调中汤数剂而愈。”其
二：“宝丰阿磨侯君辅之县示，病
语言狂乱，肩背、胸肋斑出十数
点，脉极沉细，肌表虽热，以手按
之，须臾冷透如冰，与姜附等药治
之而瘥。”再如阳厥阴厥之辨，王
好古辨析脉证后，又进一步运用
触诊辨别之认为“阳厥爪指有时
而温，若阴爪指时时常冷也。”王
好古如霍乱吐泻之分六经，自汗
之分阴阳，元阳中脱之分内外等，
皆是潜心于辨证中，突出运用脉
诊与触诊的具体表现。这就为临
床辨证候、别疑难，提供了值得借
鉴的经验。

主温补侧重温中
以“先缓而后急”为要

“内伤饮冷，雾露入腹”等因
素，致脾胃损伤，阳气衰惫，阴寒
弥漫是形成阴证的主要病机。故

王好古以侧重温补脾胃为治疗阴
证之大法，温补法则的具体运用，
当视阳气衰惫的程度，而有缓治、
急治之殊。病缓者药亦缓，病急
者药亦急，一般以“先缓而后急”
为要务。

王好古论阴证的病机，虽然
认为始自脾胃，但是究其临床表
现形式，则有“阳从内消”和“阳气
外游”之别。“阳从内消”则见，但
是欲眠睡，渴欲饮汤，不欲饮水，
或少欲饮水，呕吐间作，心下痞
满，腹中痛，脉沉细等；“阳气外
游”则见手足自温，面红日赤，两
胁热甚，脉浮弦，按之全无力。无
论“阳从内消”抑或“阳气外游”，
其治疗应首用缓剂温中。王好古
创制的黄芪汤（四君子汤加黄芪、
白术、生姜），为温中缓剂之主方，
方中黄芪（取“味甘者”）、白芍之
用，正是为健脾缓中而设。王好
古在《阴证易为明辨》篇中进一步
强调，太阴阴证“药当从温，不可
遽热，黄芪汤之类是也”。例如，
理中丸（汤）、调中丸（白术、茯苓、
干姜、人参、甘草）等，皆为温中之
缓剂。若病情进一步发展，其治
疗则非缓药所及，当从急治，即王
好古所谓“缓后失治，急也”。例
如，阴盛发躁证，王好古认为病
重，当急治，用黄芪汤加干姜主
之；尤急者，则宜在温中药内加附
子；如无汗者，用附子干姜甘草
汤；自汗者，用附子白术甘草汤，
或量脉证选用仲景之四逆汤、真
武汤、通脉四逆汤等汤剂。王好
古说：“急则失治，尤急也。”王好

古对患者服温热药后的机体变化
亦有详细记述，如谓“服调中、理
中及诸附子等药后，时有下气者，
阴化而出即为解”。王好古还说：

“服调中药阳自内之外，身体温和
而愈；脉浮弦细者，服调中药，阳
从内生，唤入外热，复得脉平温和
而愈。”理中之药可以使“阴化而
出”。“身体温和而愈”进一步佐证
首用缓剂温中的重要性。

王好古虽然善用温补，但是
对当温、当热的界限是非常严格
的。王好古曾明言：“用附子，不
得已也。”何以如此谨慎？他认
为“附子辛热，能行诸经而不止”
宜在内外皆寒、身凉脉沉细的情
况下用之。若在“里寒身表大
热”之时便用附子，“切恐转生他
证，昏冒不止”。故王好古谆谆
告诫：“可慎！可慎！若病人身
尚热，用干姜之类，以其味苦能
止而不行，只是温中一法；若身
热而变凉，内外俱寒，姜附合而
并进；温中行经，阳气俱生，内外
而得可保康宁”。这正是王好古
运用温法的特色所在，对临床颇
有指导意义。

纵观上述，王好古对阴证病
因病机的阐述，以及辨证、立法遣
药等皆有创见，并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已故名老中医赵锡
武于临床中，多宗王好古阴证论
治之旨而愈顽疾、起沉疴，故赵锡
武恳切地向后学推荐了《阴证略
例》，以期引起重视，广为今用。

（作者供职于安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中医人语

慢性泄泻的辨治思路
□陈 莉 尹国有

慢性泄泻是指病程超过4周或
长期反复发作的泄泻，以排便次数
增多，粪便稀薄或完谷不化，甚至泻
出如水样，迁延日久或反复发作为
主要临床表现，属于中医“久泄”之
范畴。中医认为，脾胃虚弱、脾虚湿
盛是泄泻发生的关键所在，由于素
体虚弱，脾胃不健，复因感受外邪、
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年老体衰、久
病伤肾诸因素，致使肝脾不调，肾阳
不足，脏腑功能失常，脾虚失去正常
运化之功能而发病。辨证论治是中
医的特色和优势，找准辨治慢性泄
泻的思路，是取得好的临床疗效的
重要一环。中医辨治慢性泄泻，应
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辨病辨证相结合
分清证型好用药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现代中医
治疗疾病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从现
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功能性消化不
良、肠易激综合征、克罗恩病、胆囊
切除术后、慢性结肠炎，以及胃肠道
肿瘤化疗后，都有慢性泄泻的表现，
通过西医辨病，结合现代科学检查，
做好鉴别诊断，认准西医之病，有助
于明确引发慢性泄泻的原因，提高

治疗上的针对性；在西医诊断的基
础上，抓着主症，结合兼症，详审病
情，做到四诊合参，综合分析，注意
个别症状与整体的关系，详加辨证，
分清中医之证型所在，确立相应的
治则和方药，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中
医辨证论治之特色和优势，提高临
床疗效。

脾虚湿盛贯始终
健脾化湿是常法

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泄泻
源流》中说：“湿胜则飧泄，乃独由于
湿耳。”程国彭在《医学心悟·泄泻》
中则有“湿多成五泄，泄之属湿也，
明矣”的论述。“湿盛则濡泄”，脾虚
湿盛是导致泄泻发生的关键所在，
湿为阴邪，易困脾阳，湿邪侵入，损
伤脾胃，脾受湿困，运化失常，清浊
不分，相夹而下，发生泄泻，而湿之
所成，多由脾虚失运所致。

脾虚失运，可造成湿盛，而湿盛
又可影响脾的运化，故脾虚与湿盛
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治病必
求于本，脾虚湿盛贯穿于慢性泄泻
的始终，健脾化湿是治疗慢性泄泻
的常用方法，在药物的选择上，多选
党参、白术、茯苓、薏苡仁、砂仁、白

扁豆、山药等。需要说明的是，健脾
化湿之法应当灵活应用，要根据病
情的不同，与其他治疗方法配合应
用，比如脾虚引起的慢性泄泻的治
疗，应以健脾益气化湿为原则；肝郁
脾虚引起的慢性泄泻，应以疏肝健
脾、化湿止泻为治法；至于肾虚引起
的慢性泄泻，应以温肾健脾化湿、固
涩止泻为原则。

肝郁脾虚很常见
抑肝扶脾是关键

《景岳全书·泄泻》中说：“凡遇
怒气便作泄泻者，必先以怒时挟食，
致伤脾胃，故但有所犯，即随触而
发，此肝脾二脏之病也。盖以肝木
克土，脾气受伤而然。”肝主疏泄，有
调畅情志和促进脾胃运化的功能，
肝的疏泄功能正常是脾胃受纳、运
化功能正常的重要条件。如果肝的
疏泄功能异常，肝气郁结，肝木克及
脾土，肝郁脾虚，不可避免地影响脾
的运化功能，致使运化失常，清浊不
分，相夹而下，出现泄泻。肝郁脾虚
是慢性泄泻常见的一种证型。治疗
肝郁脾虚引起的泄泻，必须从抑肝
扶脾上下功夫，抑肝扶脾是治疗肝
郁脾虚型慢性泄泻的关键所在。抑

肝扶脾治疗肝郁脾虚型慢性泄泻，
通常是在止泻要方的基础上加以变
通。此方由白术、白芍、陈皮、防风4
味药组成，方中取白术健脾补虚，白
芍养血柔肝，陈皮理气醒脾，防风升
清止泻，上药配合共成抑肝扶脾之
剂。

肾阳虚衰发久泄
温补脾肾能止泄

不论是感受外邪、饮食不节，还
是情志失调等，均可致脾之运化功
能失常，脾虚湿盛，引起泄泻。就泄
泻的发病机制来看，新病多实，久病
多虚，新病多责之于脾胃功能受损，
久病则常累及肾脏，伤及命门，致使
肾阳虚衰，脾失温煦，运化失职，水
谷不化，出现泄泻。肾阳虚衰发久
泄，温补脾肾能止泄，慢性泄泻发病
已久，常由年老体衰，肾气亏虚，肾
阳不足，脾失温煦，或脾虚累及于
肾，呈现肾阳不足、脾肾两虚的病理
变化，其治疗当从温补脾肾入手，通
过温补脾肾，使肾阳不虚了，脾得温
煦了，脾能正常运化了，则慢性泄泻
自然就逐渐好转甚至康复了。温补
脾肾治疗肾虚型慢性泄泻，通常是
在四神丸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四神

丸由补骨脂、吴茱萸、肉豆蔻、五味
子 4 味药组成，方中用补骨脂温阳
补肾，吴茱萸温中散寒，肉豆蔻、五
味子收涩止泻，四药配合，具有很好
的温补脾肾、涩肠止泻作用。

饮食情志是诱因
调治切记祛诱因

生活没规律、饮食不合理、心情
不好，不仅是诱发慢性泄泻的重要
因素，还直接影响着其治疗和康
复。注意自我调养，合理安排一日
三餐，保持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情
绪，祛除引发泄泻的饮食及情志因
素，是治疗慢性泄泻的重要一环，这
是医生和患者都要重视的。慢性泄
泻患者要与医生密切配合，遵照医
生的叮嘱，在服药治疗的同时，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的饮食
起居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克服
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做到天天都
有好心情；同时，还要戒烟限酒，饮
食定时定量，尽量不吃油腻、生冷、
辛辣等对胃肠道有刺激性的食物，
并可根据病情的需要选用适宜的药
膳进行调理。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遂平县人
民医院）

今年的 7 月 1 日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实施7周年纪念日。其中，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
统瑰宝，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深受国内外的喜爱和
信赖。随着人们对健康的
关注度不断提高，中药治
疗作为一种传统的治疗方
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
青睐。然而，在中药市场
繁荣发展的同时，中药制
假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
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
一大隐患。为了维护中药
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障人
民群众用药安全，有关部
门应该采取严厉措施，坚
决打击中药制假行为。

完善法律法规，为严
打中药制假提供坚实的法
律保障

法律法规是打击中药
制假行为的基础和保障。
为了加强中药市场的监
管，应制定更为严格的药
品管理法规，明确对中药
制假行为的法律界定和处
罚措施。这些法规应涵盖
中药的生产、加工、销售等
各个环节，确保对违法行
为能够依法严惩。同时，
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普
及，提高公众对中药制假
危害性的认识，形成全社
会共同打击中药制假的良
好氛围。

在法治建设方面，我
们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
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
定符合中药特点的监管法
规。例如，可以加强中药
质量标准的制定和完善，
确保中药的质量可控、可
追溯。同时，可以建立中
药质量评价体系，对中药
的质量进行定期评估和监
测，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
措施加以解决。

加强监管，确保中药
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为了有效打击中药制
假行为，政府应加大对中药市场的监管力
度。有关部门应定期对中药生产企业、经营
企业进行检查，严查中药生产、加工、销售等
环节是否存在制假行为。这些检查应全面
覆盖中药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确保不留死
角。同时，有关部门应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中药市场的监督，发现中
药制假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在执法方面，有关部门应依法对违法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对于制售假药的企业和
个人，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予以严厉
处罚。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药品市场的
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确保中药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此外，有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药品追溯
体系，实现中药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追
溯。通过追溯体系，可以追踪到中药的源头
和生产过程，确保中药的质量可控、可追
溯。这不仅有助于打击中药制假行为，还可
以提高中药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形成共同打
击中药制假的合力

中药行业应加强自律，制定行业规范和
标准，提高中药行业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中
药企业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确
保药品质量安全。同时，中药行业应建立健
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质量控制和风险管
理，确保中药的质量稳定可靠。

除了行业自律外，社会监督也是打击中
药制假行为的重要手段。政府应鼓励公众
积极参与中药市场的监督，发现中药制假行
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同时，媒体也应发
挥舆论监督作用，对中药制假行为进行曝光
和谴责，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此外，政府还可以建立中药制假行为举
报奖励制度，对举报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和保
护。这不仅可以激发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
性，还可以为有关部门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
据，有助于打击中药制假行为。

严打中药制假是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
全、维护中药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只
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严打中药制
假的强大合力，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作者为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副教授）

严
打
中
药
制
假

守
护
患
者
健
康

□
蔡
小
柳

益气降脂方在肥胖症中的应用
□周丽霞

方药组成：黄芪30克，石菖蒲
10 克，丹参 12 克，生山楂 12 克，荷
叶15克，泽泻12克。

功能主治：益气健脾、降脂祛
浊。

服用方法：上药加水煎煮2次，
药液混合后分早、晚2次服用，每天
1剂，30天为1个疗程。

注意事项：服药期间不食生冷
滋腻之物。

应用小结：肥胖症临床表现
以形体肥胖、懒言少动、性欲低
下，女性多有经量减少，甚至闭

经，多见舌淡、苔白腻，脉沉。病
因为元气亏虚，脾阳不足，津液不
能输布人体，聚为痰湿而导致肥
胖。方剂以黄芪扶助元气，石菖
蒲化痰开窍醒神为助，丹参活血
散瘀降低血液黏度，荷叶、泽泻升
阳利尿。全方共奏健脾益气、化
痰降浊之功。该方剂味少价廉，
应用方便。

笔者通过观察 57 例患者，其
中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患者 41
例。经过1个疗程治疗，体重减轻
显效的患者有 54 例，症状好转的

有45例。患者血脂检查亦有明显
改善。

方剂为开封市文庄卫生院医
生袁永春（1915-1999）的经验方，
其方均为“简、便、验、廉”的常用
药物，在开封民间颇有名气。

病案一 高某，女，28岁，婚后3
年未孕，逐渐出现体重增加，懒言
少动，月经量少，性欲下降，体重由
60 千克增加至 98 千克，曾多方求
医未果。患者精神疲惫，面色不
华，形体肥胖，懒言少动。笔者辨
证为元气亏虚，痰浊内蕴。治宜益

气健脾、化痰降浊，按本方日服 1
剂。服药5剂后，患者症状明显减
轻，肢体有力，食欲增加；服用15剂
后，患者症状完全消失；服用1个疗
程后，患者体重下降10千克。半年
后随访，患者一切正常，已怀孕。

病案二 刘某，女，30 岁，身高
160 厘米，体重 75 千克，腹围 90 厘
米。近两年来，患者体重逐日增
长，伴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
曾经服用减肥药、节制饮食、运动
等均无效，前来就诊。笔者予本方
30剂，日服1剂，第1个疗程后，患

者体重减7千克。后不再来。
病案三 盛某，女，39 岁。就

诊目的：身体调理及减肥。患者
自诉身体无力、懒言少动，月经量
少，虚胖。患者按本方治疗，共 7
剂，每天1剂。7天后复诊，患者感
觉气力有增，步行来就诊，15天后
感到肤色亮，身体虚胖好转。

笔者提醒，本方虽然效果显
著，但是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使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开封市
中医院）

您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说说您对中医
药发展和中医教育的建议和意见，写一写关
于中医药现状与问题的文字……《中医人
语》《学术论坛》《诊疗感悟》《关注中医药改
革》等栏目，真诚期待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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