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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
。

隋代 》 诸病原候论
·

瘦

候 》 指出
:“

瘦者
,

由忧患气结

所生
。 ”

该患者平素生气郁怒
,

气郁化火
,

风阳内盛
,

气滞痰凝
,

血脉癖阻
,

气
、

痰
、

寮三者合而

为患
,

奎阻颈部 (肝经循行之处 )
,

而成瘦病
。

故萤师以清肝泻火熄

. `
一~ 、

嘴、

著名老中医董国立教授
,

精通 医理
,

具

有数十年的临床经验
,

拉长治疗内科
、

妇科

疑难病证
。

范师认为
,

内伤杂病
,

因郁而致

者甚多
,

论其治疗
,

当以开郁为先务
,

宗开

(开郁 )
、

散 (散结 )
、

通 (通利或温通 )
、

活 (活

血或活络 )四字
,

灵活运用
,

每每获效
。

现择

其验案两例
,

整理如下
,

以正于同道
。

【甲状腺机能亢进】张 x x ,

女
,

33 岁
。

1 9 9 1年 1月 3 日诊
。

患者平素生气郁怒
,

心

情不畅
,

一月前发现颈部增粗
,

月经不调
,

心悸多汗
,

经天津医 学 院做 T 。 T `
检查 ( 均

高于正常 )
,

确诊为甲状腺机能亢进
。

刻下

颈部增粗
,

’

两手震颤
,

心悸多梦
,
口千 口苦

,

心烦易怒
,

善太息
,

月经错后
,

二月一行
,

舌质红边有寮斑
,

舌苔薄黄
,

脉象弦细数
。

查甲状腺呈 l 度弥漫性肿大
,

可闻及甲状腺

血管杂音
,

两手震颤明显
,

心率 1 24 次 /分
,

律齐
,

心电图示
:
窦性心动过 速

。

综 合 脉

证
,

此系肝气郁久化火
,

肝风内动
,

气滞痰

凝血寮所致
。

拟以清肝泻火熄 风
,

理 气 化

痰
,

活血散结法治之
。

处方如下
:

柴胡
、

龙

胆草各12 克
,

炒枣仁
、

夏枯草
、

大贝
、

玄参
、

海藻
、

昆布各巧克
,

生 山桅
、

黄药子
、

三棱
、

青陈皮
、

荻术各 10 克
。

水煎服
,

每日 1 剂
。

服药 7 剂
,

两手震颤
,

心悸易怒诸证减轻
,

舌苔仍薄黄
,

脉象已不数
,

知药已中病
。

效

不更方
,

再进 14 剂
,

诸症减半
,

自觉周身乏

力
,
口 干口渴明显

,

舌苔转白少津
,

脉象弦

细
。

守前方去龙胆草
、

生山桅
,

加沙参
、

麦

冬
、

白芍各 15 克
。

益气养阴柔肝
,

连续服用

二月余
,

诸证悉除
,

两手震颤
、

甲状腺血管

杂音消失
, T 3 T `

恢复正常
,

心 率 84 次 /分
,

律齐
,

惟 甲状腺呈 I 度弥漫性肿大
。

故将上

方配制成丸药
,

每丸 10 克
,

每 日 2 ~ 3 丸
,

巩 固疗效
。

随访半年
,

未复发
。

〔按〕 甲状腺机能亢进
,

隶属中医瘦病

范畴
,

究其因
,

情志 内伤 是 引起木病的重

风
,

理气化痰
,

活血散结为法
。

方巾之龙胆

草
、

生山桅
、

夏枯草清肝经实火 , 柴胡
、

青

陈皮理气疏肝 , 大贝
、

玄参
、

海藻
、

昆布
、

黄

药子清热化痰
,

软坚散结 , 三梭
、

获术破血

中之气
,

散一切血癖气结 , 生牡砺平肝潜阳

熄风 , 炒枣仁养肝
、

宁心
、

安神
。

由于谨守

病机
,

用药贴切
,

所以效如俘鼓
。

服药 20 余

剂后
,

肝火已 清
,

药 已 中的
,

证见火热之

邪伤阴耗气之证
,

故宗前方去龙胆草
、

生 山

桅等苦寒之品
,

加沙参
、

麦冬
、

白芍益气养

阴柔肝
,

以图扶正祛邪
,

巩固疗效
。

l血管性头痛 l 刘 X X ,

女
,
5 5岁

。
1 9 9 0

年10 月 13 日诊
。

主因头痛反复发 作 二 十 余

年
,

每因生气恼怒而头痛加重
。

二十年来
,

患者跑遍天津各大医院
,

确诊为 血 管 性 头

痛
,

一直间断服用脑宁片
、

颅痛定及麦角胺

等药
,

疗效甚微
。

经人介绍慕名 找 董 老诊

治
。

刻下头痛剧烈
,

两侧为玉
,

头 晕沉重
,

恶心呕吐
,

睡眠不宁
,
口苦易 怒

,

胸 闷 暖

气
,

大便干燥
,

舌质暗红
,

舌苔黄厚
,

脉象

弦滑
。

脉证合参
,

证属肝郁化 火
,

肝 阳 上

亢
,

挟痰浊寮血蒙闭清窍
,

灵机受阻之证
,

议以疏肝解郁
,

清热平肝
,

祛痰活血
,

散结

止痛之法
,

投以董师 自拟方开郁 通 窍 汤 治

之
。

处方如下
:

柴胡
、

川苟
、

蔓荆子
、

白芷
、

地龙
、

半夏各12 克
,

天麻 15 克
,

偎蚕
、

全蝎

各10 克
,

娱蚁 2 条
,

生石决明25 克
,

夜交藤

15 克
,

大黄
、

菊花
、

甘草各 6 克
,

细 辛 3

克
,

水煎服
,

每 日 1 剂 2 煎
,

分两次服
。

服

药 14 剂后
,

头痛减轻
,

大便已 行
,

睡 眠 趋

安
,

宗前方加远志 12 克
,

连服三个月
,

头痛

痊愈
,

睡眠 良好
。

二个月后随访
,

未复发
。

〔按 〕 本例血管性头痛
,

属于中医内伤

头痛之范畴
。

由于其病因缘于 内伤七情
。

头

痛以两侧为重
,

所以董师将此类 头 痛 称 为
“
肝郁头痛

” 。

开郁通窍汤中的柴胡
、

川芍

入肝胆经
,

疏肝解郁
,

行气活血
,

为治疗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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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启隔散治疗返流性食管炎8 2例

1 2 29 0 0江 苏徐州市中医院 孙凤霞 马元 君

两组均服药两疗程后复

查食管镜检查
。

治疗期间均

禁烟
、

酒等刺激物
,

嘱患者

服软食及牛奶
。

【疗效标准 1 显效
:
临

床
一

症 状 消 失
,

内窥镜下溃

疡形成癖痕
,

返流减少
。

无

返流性食管炎是指胃及十二指肠液返流

食道引起的炎症
。

属祖国医学
“
噎幅

” 、 “

反

胃
”
范畴

。

其病情往往迁延难愈
。

我们应用

加味启隔散治疗返流性食管炎 28 例
。

经临床

观察疗效显著
,

现介绍如下
:

夏临床资料】从 19 8 6年至 1 9 9 1年收治临

床具有典型返流性食道症状和体征
,

均经纤

维内窥镜或X 线食 管钡透检查确诊的患者共

48 例
,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

治疗组 28

例
,

男 性 1 1例
,

女性 17 例
,

年龄最小 19 岁
,

最大 68 岁 ; 对照组 20 例
,

男性 8 例
,

女性 12

例
,

年龄最小 22 岁
,

最大 65 例
。

均见胸骨后

烧灼疼痛
、

食道部不适
、

嘈杂吞酸等症
。

病

程最长者三年
,

最短者半月
。

两组病情
、

年

龄
、

性别均无明显差异
。

【治疗方法】 1
.

治疗组采用中药加味

启隔散
:
南沙参

、

云获等
、

广郁金
、

淡黄答

各 12 克
,

大贝母
、

紫丹参
、

蒲公英各 15 克
,

乌贼骨
、

腹瓦楞各30 克
,

荷蒂 6 克
,

白落衣

3 克
。

水煎服
,

每日一剂
,

早 晚分服
,

20 天

为一疗程
。

中药治疗时停用一切西药
。

2
.

对照组嘱服硫搪铝每 日 l 克
,

每日

三次于餐后一小时服用
,

疼痛较重 时睡前加

服一次
,

20 天为一疗程
。

拍、 户 . , 、 产 八护叼们 、 产叼 内甸户 . 九、 产 , 、 子叼曲 、 产、 自、 产 , . ,自 , . 、 产 , 内旧户“ 九旧产 . 曰叼
、 . 帐、 产 . 氏 护 M 、 “ , ,

郁头痛的引经之品 , 天麻
、

菊花
、

生石决明

清热平肝潜阳
,

为清肝
、

凉肝
、

镇肝之要药 ;

全蝎
、

僵蚕
、

地龙
、

娱蚁皆为虫类药物
,

搜

风走窜之力最速
,

配以蔓荆子
、

白芷
,

更易于

上达巅顶部位
,

直达病所
,

以增祛风通络
,

散结止痛之力
。

正如古人云
: “

高巅之上
,

惟风所到
。 ”

细辛味辛
,

具有窜透开通的效

果
,

善于治疗各种头痛 ; 夜交藤宁心安神
,

活血通络
;
半夏化痰开结

,

降逆止呕 , 甘草

配大黄为大黄甘草汤
,

不仅具有清热活血之

作用
,

止呕的效果也很好
。

近年来
,

董师运

用本方治疗肝郁头痛数 10 例
,

均获奇效
。

一3 0一

效
:

临床症状及内窥镜检查无变化
。

艺治疗结果】治疗组
:

显效 19 例 ( 57 必 )
,

有效 10 例 ( 36 呱)
,

无效 2 例 ( 7 % )
。

总有效

率 9 3肠
。

对照组
:
显效 4 例 (20 % )

,

有效 10

例 ( 5 0肠 )
,

无效 6 例 ( 3 0肠 )
,

总有效率 7 0肠
。

治疗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经统计学

处理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

【典型病例】王 x 欠 ,

男
,

48 岁
。

食道

部不适
、

胸骨后烧灼痛月余
,

进食后加重
,

暖气吞酸
,

熟睡时常被呛醒
,

曾在外院按
“

食

道炎
” 治疗

,

效不显著
。

于 1 9 9 0年 8 月 20 日

来诊
,

食道镜提示
:
食管下段粘膜充血

,

表

面可见大小不等糜烂面及溃疡点
,

胆汁返流

入食道
。

病理报告
:
食道下端慢性炎症

。

确

诊为
“
返流性食道炎

” ,

予以加味启隔散治

疗
。

服药 5 剂后
,

自觉症状明显减轻
,

夜间

能安然入睡
,

胸骨后烧灼感消失
,

嘈杂吞酸

已窿
,

唯食道处稍感不适
。

两疗程后诸恙消

失
。

食管镜复查结果
:
食道未见异常

。

随访

半年
,

未复发
。

【讨论】现代医学认为本病是 由于食管

下段括约肌功能减弱
,

致胃及十二指肠液逆

流入所致
。

. .

常因食管蠕动而加重
,

病程迁延

可致疤痕形成狭窄而影响进食
。

祖国医学认

为该病乃 胃热童盛
,

胃气上逆
,

胆失疏泄
,

胆汁返流所致
。

西医主要采用抑酸药物抑制

返流为主
,

虽一时症状可以缓解
,

但停药即

可复发
。

我们在治疗中选用消寮散结
,

降逆

制酸的启隔散加味
,

方中南沙参
、

大贝清热

化痰
,

郁金开郁利胆
,

丹参活血化癖
,

蒲公

英
、

淡黄答清湿热
,

获荃
、

荷蒂
、

白落衣升

清降浊
、

健脾和胃
,

乌贼骨
、

媛瓦楞制酸止

痛
。

全方有消癖散结
、

制酸止痛之功
,

不仅

能改善临床症状
、

促进局部溃疡愈合
、

抑制

返流
,

同时对防止食道炎再复发
一

也有较好的

效果
。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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