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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经验
·

董国立老师运用祛除外风类药物治验

孙 增 涛

祛除外风类药物指包括在现代方剂学中

发散风寒类和祛风除湿类药物中的一部分
,

如羌活
、

防风
、

细辛
、

白芷
、

荆 芥
、

独 活

等
。

由于风邪致病广泛和善行数变
,

致使许

多疾病易掺杂风邪的致病因素
。

又因上述药

物具辛味
,

辛能散
,

属温性能通
,

轻清走动

而善于解除患病过程中的郁阻之势
。

董国立主任医师
,

临床 30 余年
,

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

运用该类药物每有得心应手之

感
,

现就董老临证的部分病例总结一二
,

供

同道参考
。

一
、

在头部疾病中的运用
:

宫内膜的形态也出现明显变化
。

子宫内膜是

卵巢激素效应最敏感的组织
,

它的形态 变化

能反映卵巢的机能状态
。

通过 治疗后宫内膜

形态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似可以 说 明
,
功

(更 ) 血宁冲剂具有促进卵巢排卵和增强黄

体分泌功能
,

使其分泌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的

量
、

相互间的比例 及作用持续的时间逐渐恢

复至生理状态的作用
。

此外
,

通过 80 例功血患者治疗前后阴道

脱落细胞涂片的自身对照看
,

治疗前有 18 例

阴道涂片显示周期性变化
,

治疗后则增加到

滩1例
。

又在98 例 功血患者治疗前后基础体温

的变化中
,

治疗前基温单相者 57 例
,

治疗后

减至 31 例
。

上述的结果
,

也同样 提 示 了 功

(更 ) 血宁冲剂的促排卵和增强黄体分泌功

能的作用
。

中医学认为
,

肾主生殖
,

上通于脑
,

下

连冲任及胞宫
,

又与天癸的至竭
,

月经的潮

止密切相关
。 ’

肾主生殖生理功能的调节
,

是

通过 肾一天癸一冲任一子宫这个轴系统进行

风性上扬
,

易侵阳位
。
《内经 》 云

:

“
伤于风者

,

上先受之
。 ”

头部多因易感风

邪而为患
。

临床常以川苟茶调散等方加减以

治之
,

取高巅之上
,

唯风可到之意
。

此为外

感所致者
。

董老常常在辨证的基础上加用该

类药物用于对内伤头痛
、

失眠
、

眩晕
、

病证

及痴呆等的治疗
,

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

的
,

其中肾是主导
。

这与现代医学认为
,

生

殖生理功能是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系统的

相互调节的认识
,

有类似之处
。

功 (更 ) 血

宁冲剂无论在止血和调周的治疗中
,

都注重

了对肾的补益
,

在经后期
,

根据中医
“阳化

气
,

阴成形
” 以及 “

精化气
” 、 “

气生精
”

的理

论
,

强调了补肾益气
,

调和阴阳的治法
。

在

药物的应用上
,

阴虚者以滋阴为主
,

稍佐助

阳益气
:
气虚者以益气温阳为主

,

稍 佐 滋

阴
,

以使阴中有阳
,

阳中有阴
,

肾阴肾阳归

于调和
。

因此
,

功 (更) 血宁 I号冲剂是否

有可 能通过某些途径影响内分泌系统
,

特别

是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的自我调节机制
,

使卵巢发生规律性周期性的排卵
,

是值得研

究的
。

此外
,

功 (更 ) 血宁 I号冲剂的组成

中
,

均参用活血 之品
。

如功 I 中的丹皮
,

据

药理分析能使动物子宫充血 ; 更 I 中 的 三

七
,

能兴奋子宫收缩
。

此类药对子宫内膜 的

代谢特性是否也有所影 响
,

从而 增 加 了 疗

效
,

也值得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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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 陈 x ,

女
,
7 岁

, 1 9 9 0年 3 月诊
。

四年前因头部摔伤而后遗抽搐
,

每日约

发作一次
,

发时以左侧肢体抽搐明显
,

伴神

识丧失
,

持续约一分钟
,

曾于发时作脑电图

检查
,

确诊为癫痈
。

舌质暗
,

,

苔德徽
,

~ ‘

大便

不干
。

辨证
:
痛证

。

为脑络郁阻
,

风痰困扰
,

行化痰逐疚搜风通络方吕处方
:

半夏12 克 ,

蓄蒲 12 克 ,
南星 10 克

,

细辛 3
、

克 , 羌活 12 克

白芷 ‘”克, 防风 l”克 , ! 天麻碑丸卜嘻石
1“克

大黄 5 克, 川芍10 克 , 娱处 1 条
, 甘 草 6

克
。

服上方后效好
,

抽搐未发
,

10 天后 因过

于疲劳又发作一次
,

前方基础上再加挑仁12

克以活血
,

钩藤 15 克以熄风
,

续服
,
后 维持半

月发作一次
。

又加首乌30 克
,

缓图疗效
。

脑为元神之府
,

灵性 记 忆 在 于脑
,

该

病由于外伤
,

导致了脑络的郁阻
,

气机运行

不畅
,

脑主神灵的功能就难以发挥
, 以致出

现神识丧失等症状
,
肝主筋

,
抽搐为肝风之

状
,

然根本在于脑
,

故虽以天麻
、

钩藤
、

娱

蛤之类以熄风
,
而又用细辛

、

白芷
、

羌活
、

防风等从病变部位在于上
,
在于脑的特点加

以考虑
,
该类药物治疗头部疾患的原因大致

可归泊为二点
: 1 ,

该类药物多具 轻 扬 之

势
,
能上达于脑

,

直趋病所可起引药归经之

效
; 2

、

辛能散
,
温能通

, 以其辛温之性
,

解除清窍的郁阻
,

通闭塞
,

使灵机活动
,

机

窍得力
,

脑主灵性
,

记忆功能发挥正常
。

在

运用时
, 导师 常配合活血化疲

,

涤痰开窍及

虫类药物
,

以提高疗效
。

二
、

在一肠疾病中的运用
.

《症因脉治》有风气呕吐及风气腹痛的

记载
。

其 《症因脉治
,

腹痛论》云
: “风气

腹痛之症
,

风冷着腹即患腹痛
,
或发寒热

.

腹中攻注
,

或腹中作响
,

大便作泻
,

此风气

腹痛之症也
。 ” 并在治疗上主张以防风汤

,

平胃五等散加防风以治之
,

有是 邪 即 用 是

药
。

而如刘草窗的痛泻要方与钱乙的泻黄散

证
,

无风邪为患而用防风
,

却从其味辛
、

能

升
、

能散的角度加以认识
。

董老师在胃肠疾病的治疗中
,

亦常常加

用该类药物
。

‘者胃肠与外界相通
,

风气之邪

易侵入其内
;
二者胃肠有受纳百物 及传导运

化的功能
,

各种因素的刺激易造成饮食的停

积及传导化物功能的失常
,

而形 成 郁 结 之

证
。

该类药物既可祛除肠风
,

又因具辛温之

性
,

符合古人所谓的
“
辛者能散

、

能行
、

能

润 ” 的特点
。

散以破痕结
,

行则通滞气
,

润

则使水谷精微易于敷化
,

特合 胃肠的特点
,

使消磨与传化的功能加 强
,

积滞 除 而肠 胃

清
o

例二
:

张 x x ,

男
,

3 0岁
,

19 9 0年 6 月

诊
。

患痢疾
,

初时下利脓血
,

里急后重
,

服

西药治疗
,

脓血得止
,

然后遗腹满不适
,

纳

呆
,

便意频
, 每日需临厕 3 一 4 次

,

泻下物

不多亦不畅
,

有后坠感但不甚
,

已 历 20 余

天
,

舌苔厚腻
,

脉濡
。

证属积滞未除
,

奎塞作病
。

处方
:
萦香 12

克 , 木香10 克 , 沉香 10 克
, 羌活 12 克, 防风

1 2克 , 厚朴 1 2克 , 槟榔 1 2克 , 当归 1 2克 , 赤

芍1 2克
, 陈皮 1 0克 , 砂仁 10 克 , 焦三仙 30 克

甘草6 克
。

服药五剂后大便已畅下
,

日一 次
,

纳

好
,

前方去当归 12 克
,

赤芍招克 加 云 菩 12

克
,

白术 10 克健脾收功
。

痢疾占称滞下之证
,

未丹溪有
“肠 胃日

受饮食之积余
,

不尽行
,

留滞于内
, 温蒸热

痕
,
郁结日深

,
伏而不作

,

时逢炎暑大行
,

相火司令
,

又调摄失宜
, ⋯ ⋯而滞下之证作

矣
。 ” 的论述

。

该病人虽患痢而积滞未尽
,

仍于肠道做崇
。

无风邪而加用祛风类药物
,

正从其味辛
, ’

能通
,
能散

,

有助于消除胃肠

积滞方面考虑
。

积滞除而肠 胃清
夕 肠 胃清而

利自止
。

三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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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人老中医运用益气扶阳法治疗疑难病举隅

哈 尔滨市第四 医院 高广 t生

哈尔滨市东莱医院 高广萍 整理

高树人主任 医师行医近四十年
,
不仅医

理精湛
,
并且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

,
尤其善于

治疗疑难病症
。

今就高氏运用
“
益气扶阳

”

法治疗疑难症三则介绍如下
。

袁某
, 男 ,

22 岁
, 工人

。

病例 1 , 虚 劳 亡 血 (再 生 障 碍 性 贫

血 )

患者九个月前
,
自觉头晕眼花

, 心悸气

短 ,
活动后加重

。

曾在某医院诊断为
“缺铁

性贫血
, ”

用各种抗贫血药物治疗三个月未

见好转
。

因上述症状加重而入某医院治疗
,

经血液化验
、

骨穿确诊为
“
再生 障 碍 性贫

董老师在对其它疾病的治疗中亦常常注

意配伍该类药物
,
掌握的原则为疾病过程中

有风邪的致病成份或病变过程中气机阻滞太

甚而病势又表现于外
,

于上
,

容易发挥该类

药物治疗特点者
。

如一味防风配合在众多的

宣肺 化痰止咳平喘药中
, 用于治疗咳嗽伴有

胸痛并疼痛呈游走性者
,

导师认为其内有风

气
, 正好以防风散之

,

效果颇佳
。

又如治一

女性淋证患者
。

例三

王 x x ,

女
, 4 5岁 , 19 9 0年 3 月诊

。

患淋证
,
小便涩滞不通

,
刺痛不甚

,
伴

有明显的全身酸楚乏力及后背酸沉
,

心慌气

闷
,

患病已多日
,

某医以为虚而行补益
,

与

黄茂
,

党参
、

紫河车之类
,

服2 。余剂不效
,

更添胸闷一症
。

舌质暗
,

脉涩
。

证属气淋
,

乃气机奎滞
,

水道不通
。

与

利气疏导方
:

香 附 12 克, 川栋子 12 克, 元 胡

1 0克 , 丹参1 5克 , 木香一0克 , 沉香 1 0克
,

檀

香1 0克
,

秦芜 2 2 克
,

灵 仙 x Z克
,

防风 1 2 克 ,

羌活 1 2克 , 川断 1 2克 , 牛膝1 2克 , 桑寄生 1 5

克夕 杜仲 12 克, 甘 草 6 克 ,

服药五剂后大效
,

小便畅下
,

后背酸沉

及腰酸基本消除
,

唯身懒仍在
,

前方基础上

加黄茂 30 克
,

以益气除懒
。

淋此古人有忌补之说
,

虽未 必 尽 是 如

此
,

然此例病人以气机奎滞之躯
,

断不能用

补
,

全身酸楚乏力乃气血远行不 畅失于濡养

所致
,

香附
、

木香
、

沉香等以行气
,

秦儿
、

灵仙以通络
,

川断 ,
桑寄生

、

牛膝等安受邪

之地
,

更以防风
,

羌活二味辛散轻 扬
,

走窜

疏利
,

总领气机
,

气机通则三焦畅
,

水道畅

行
,

不治水而水自利
。

《内经》 云
: “风者

,

百病之长也
,

至

其变化乃为他病也
,

无 常方
,

然 至 有 风 气

也
” 。

言风邪致病广泛
,

与之相适应并为之

设立的祛风类药物也不 应该单纯地局限在祛

除外风
,

解除表证这一方面
,

前贤对此有较

多的论述与探讨
,

不在详述
。

临床体会
:

治

病用药物的特点在于保持 和恢复机体气机的

通畅
,

正如 《素问
·

至真要 大 论 》 所 说
:

“疏其气血
,

令其调达
,

而致和平
。 ”

该类药

物以其辛温之性
,

轻 扬走动之势
,

旨在帮助

机体的调畅
,

使其达到一种调达的
,

和平的

生理状态
。

董老用药的经验亦可 由此窥视一

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