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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中医经验
·

天 津 中 医

董国立教授治疗肝病的经验
天津中医学院二附 院 (3 0 01 50 ) 高凤琴

导师董国立教授
,

近 20 多年来
,

一直致

力于肝病的临床研究
,

不断巧裁效方
,

创用

新法
,

其用药独具 匠心
。

现择其对肝病的治

疗经验归纳为四法
,

以供借鉴
。

1 清热解毒
、

活血利湿法

清热解毒
、

活血利湿法
,

是根据
“
湿热

相薄
,

民病黄疽
” , “

治黄必治血
,

血清黄

易退
” , “

治湿不利小便
,

非其治也
。 ”

等

理论
,

主要针对外感湿热疫毒之邪或脾胃蕴

湿积热
,

熏蒸于肝胆
,

而发为黄疽者所设
。

临床上以身目黄疽
,

色泽鲜明
,

发热口渴
,

小便黄赤
,

心烦欲呕
,

院闷腹胀
,

舌质红
,

舌苔黄腻
,

脉象弦滑或滑数为主候
。

治当究

其所因
,

以清利为主
,

解毒
、

活血次之
,

拟

清热解毒
,

活血利湿法
,

选用董 师 自拟 方
“
清热理肝汤

”
治之

。

该方由茵陈篙汤加味

而成
,

主要药物有茵陈
、

桅子
、

黄 柏
、

银

花
、

连翘
、

泽泻
、

木通
、

车前子
、

郁金
、

丹

皮等
。

若热毒炽盛
,

大便秘结
,

黄 疽 较 重

者
,

酌加生大黄荡涤肠胃之疲热
,

疏导其疲

热于大便之中
,

以助退黄之力 ; 若湿热阻于

中焦
,

证见恶心呕吐较甚者
,

酌加蕾香
、

半

夏
、

竹茹等清热化湿
,

和胃止呕 , 若湿重 困

及脾胃
,

证见院满食少者
,

酌加砂仁
、

白盏

仁
、

鸡内金等化湿醒脾
,

消食除满 , 若兼见表

热明显者
,

酌加薄荷
、

菊花等
,

用量宜轻
,

取其微汗之意
、
令热邪 自外而散之

。

董师 认

为
,

清热法 ( 包括解毒 ) 和利湿法是治疗急

性黄疽性肝炎 ( 湿热发黄 ) 的两 大 基 本 法

则
,

然在这两法之中
,

酌加丹皮
、

郁金
、

丹

参等凉血化疲之品
,

不仅退黄的时间快
,

减

少肝细胞的损害
,

而且还有助于小便通利
,

使邪从小便而出
,

因为在湿热发黄的病变过

程中
,

湿热溢于血分
,

导致血分的淤阻
,

是

其不 可忽视的重要病理环节
。

正如清代医家

张璐在 《 张氏医通 》 中所云 : “ 以诸黄虽多

湿热
,

然经脉久病
,

无不疲血阻滞也
。 ”

所

以活血可以利湿
,

祛寮可以生新
,

而黄疽速

退矣
。

由于本方药物多系苦寒之品
,

易伤脾

阳而碍湿
,

故临证时
,

必须中病即止
,

不可

多投
,

随证而变通耳
。

2 疏肝解郁
、

健脾养胃法

疏肝解郁
、

健脾养胃法
,

是根据
“
木郁

达之
” , “

见肝之病
,

知肝传脾
,

当 先 实

脾
。 ”

等理论
,

主要针对慢性肝炎因肝郁脾

( 胃 ) 虚所导致的病证而设
。

临床上以胁肋

疼痛
,

周身乏力
,

食欲不振
,

腹胀便塘
,

舌质

淡暗边有齿痕
,

舌苔薄白
,

脉象弦细或弱为

主候
。

治当疏肝解郁
,

健脾养胃
,

选用董师

自拟方
“
健脾理肝汤

”
治之

。

该方由柴胡疏

肝散合四君子汤化裁而成
,

主要 药 物 有 柴

胡
、

积壳
、

厚朴
、

元胡
、

川棣子
、

三 棱
、

羲术
、

党参
、

白术
、

获等
、

炙甘草
、

鸡内金

等
。

方中柴胡配积壳
,

一升一降
,

调 达 气

机
,

疏肝解郁 ; 厚朴苦辛性温
,

功专下气而

消胀 , 元胡
、

川谏子
、

三棱
、

获术 诸 药
,

皆

入肝经
,

为舒肝行气
,

破血止痛之 良药 ; 四

君子汤功专益气健脾养胃
,

为历代医家治疗

肝病实脾的首选方剂
。

鸡内金善 于 消食 磨

积
,

强胃以壮脾
, 《 医学衷中参西 录 》 中

载
: “

鸡内金与白术并用
,

原能健脾胃以消

饮食也
。 ”

可见
,

鸡内金亦为实脾之佳品
。

全方合用
,

具有疏肝解郁
,

健脾 养 胃之 功

效
。

董师认为
,

在慢性肝炎的病变过程中
,

常是
“
起病在肝

,

传病于脾
” ,

肝属木
,

脾属

土
,

肝气横逆
,

首先则克犯脾土中焦
,

正如

《素间
·

玉机真藏论 》 所云 : “ 五脏受气于

其所生
,

传之于其所胜… …肝受气于心
,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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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于脾… …
。 ”

因此
,

理肝实脾法
,

即疏肝

解郁
,

健脾养胃法是治疗肝病最 常 用 的 治

法
,

也是防止肝病变化的重要措施
,

肝病通

过实脾
,

不仅能使
“
脾旺不受邪

” ,

而且还

达到 了
“ 正气存内

,

邪不可干
” 之 目的

。

由于

健脾理肝汤是补通结合
,

标本兼治之方
,

故

临证时
,

必须根据肝郁血滞和脾胃虚弱的孰

轻孰重
,

孰多孰少
,

加减化裁
,

灵活运用
。

若脾肺气虚明显
,

证见气短自汗
,

少气懒言

者
,

原方去三棱
、

获术等破血耗气之品
,

重

用黄茂以补气升阳
,

固表止汗 , 若 脾 失 健

运
,

痰湿内生
,

证见痞满痰多
,

腹 胀 明 显

者
,

原方去炙甘草
,

加陈皮
、

半夏
、

木香等

以燥湿化痰
,

理气开结 ; 若见气滞寒凝
,

院

腹疼痛
,

酌加草拨
、

乌药
、

沉香等以温中散寒
,

行气止痛 ; 若肝脾肿大
,

症积明显者
,

酌加

鳖甲
、

生牡砺等以咸寒软坚
,

散结消积
。

3 滋阴柔肝
、

软坚化旅法

滋阴柔肝
、

软坚化寮法
,

是 根 据 《 内

经 》 : “
损者益之

” 、 “
坚者消 之

”
的 理

论
,

主要针对肝病 日久
,

耗伤肝阴
,

肝脉疲

结成积之证而设
。

临床上以两胁隐痛
,

固定

不移
,

时痛时止
,
口干咽燥

,

头晕耳鸣
,

心

烦少寐
,

肝脾肿大
,

舌质暗红
,

舌苔少
,

脉

象细涩或弦细数为主候
。

治当滋阴柔肝
,

软

坚化癖
,

选用董 氏自拟方
“
养阴理肝汤

”

治

之
。

该方由
“ 一贯煎

”
合

“
鳌甲煎丸

”
加减

而成
,

主要药物有沙参
、

黄精
、

构祀子
、

当

归
、

生地
、

白芍
、

川谏子
、

元胡
、

鳖甲
、

生

牡蝠
、

甘草等
。

若肝阴亏虚
,

下及于肾
,

证

见腰膝痰软
,

健忘遗精者
,

酌加何首乌
、

鹿

角胶补肾益精 ; 若阴虚火旺
,

扰动心神
,

证

见失眠多梦者
,

酌加枣仁
、

墟泊养心安神 ;

若阴虚肠燥
,

大便秘结者
,

酌加郁李仁
、

火麻

仁润肠通便 ; 若血热妄行
,

证见鼻蛆
、

齿妞

者
,

酌加仙鹤草
、

茜草凉血止血 ; 若阴虚阳

亢
,

风阳上扰
,

证见眩晕
,

肢体麻木者
,

酌

加天麻
、

僵蚕
、

稀签草平肝熄风
,

活 血 通

络 ; 若肝脾肿大
,

胁肋刺痛明显者
,

酌加三

棱
、

获术破血行气
,

消积止痛
。

董师的经验

体会 为
: 1 ) 肝为风木之脏

,

体阴而用阳
,

肝体赖肝血以濡养
,

赖肾水以滋涵
,

肝病日

久
,

必耗伤肝之阴血
,

因此慢性肝炎后期
,

多出现阴常不足
,

阳常有余之证 候
,

治 疗

时
,

切忌苦寒直折或轻投香燥之品
,

当以柔

克刚
,

非投养血柔肝之剂不能改善其功能
。

2 )慢性肝炎
、

肝硬化患者
,

病程迁延较长
,

因

此血脉痛滞凝结
,

也是本病的病理 特 征 之

一
,

治疗时应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
,

灵活使

用活血逐癖之品
,

其临床疗效更佳
。

4 益气化旅
、

气水并治法

益气化疲
、

气水并治法
,

是根据
“
攻逐

而不伤正
,

扶正而不助邪
” , “

养 正 积 自

除
”
的理论

,

主要针对肝气郁滞 日久
,

癖血

蕴结
,

脾胃受克
,

脾土气虚
,

运化失司
,

以

致水湿停留而形成的撇胀 ( 肝硬化腹水 ) 之

证而设
。

临床上以面色萎黄或暗黑
,

腹大胀

满
,

青筋怒张
,

胁腹胀痛
,

神疲乏力
,

少气

懒言
,

尿少便塘
,

肢体浮肿
,

或肝脾肿大
,

舌

质淡暗且胖
,

或有痕斑
,

舌苔薄腻
,

脉象沉

弱或细涩为主候
。

董师认为
,

朦胀之病
,

其

病机关键在于邪实而正虚
,

邪实主要指肝气

郁滞
,

血脉痕阻
,

水湿停留
,

积于腹内
,

正如

喻嘉言在 《 医门法律
·

胀病论 》 中 所 云
:

“
胀病亦不外水裹

、

气结
、

血疲
” ; 正虚主

要指肝
、

脾
、

肾三脏虚亏
,

然三脏之中
,

又

以脾虚首当其冲
,

此乃
“
肝病传脾

” 之 故

也
。

因此治宜益气 ( 健脾 ) 化寮
,

气水 并

治
,

选用董师自拟方
“
董氏腹水汤

”
治之

。

该方是董师治疗撇胀的经验方
,

主要药物有

黄茂
、

党参
、

获等
、

泽泻
、

木通
、

车前子
、

半边莲
、

冲天草
、

椒目
、

木香
、

厚朴
、

积

壳
、

三棱
、

载术
、

大腹皮
、

郁李 仁
、

黑 白

丑
、

甘遂面组成
。

方中黄蔑
、

党 参益 气 补

虚
,

使气行则水行
,

气行则痕行 ; 以白术
、

( 下转第 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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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肺益气法治愈产后尿失禁 1 例

江苏沛县崔寨中心卫生院 ( 22 1 6 3 1 ) 崔 兆祥 崔予颖

患者
,

女
,

2 4岁
。

1 9 , o年 11月 2 0日诊
。

患者产

后小便频数
,

有时淋漓失禁
。

面色皖白
,

神 疲 乏

力
,

纳呆乳少
,

胸腹不痛
,

恶露色红
, 口和不渴

,

大便自调
,

舌淡脉虚
。

此乃膀胧失约之证
。

初以补

中益气汤益气固涩而不效
,

继以肾气丸温肾固涩亦

不效
,

再以桑缥峭散调补心肾仍不效
。

《 金厦要略 》 云
: “ 肺疾吐涎沫而不咳者

,

其

人不渴
,

必遗尿
,

小便数
,

所以然者
。

以上虚不能

制下故也… …
。 ” 此证乃上焦虚冷

,

不能 制 约 下

焦
。

宜用温肺益气法
。

处方
:

炙甘草
、

炮千姜
、

五

味子各 1 0 9 ,

金樱子 20 9 ,

黄茂 6 0 9
。

7 剂之后
,

小便减少到日 7
、

8次
,

并能控

制
。

继服 7剂而愈
。

搜
.

肺为水之上源
,

若肺热气奎肃降无权可致

瘩闭
。

若肺气虚寒不能制下可致小便失禁
,

方中炙

草
、

炮姜
、

黄茂温肺益气 , 党参
、

白术培土生金 ,

金樱
、

五味固胖敛液
。

伴肺寒得温
,

肺气得复
,

摄

制下焦
,

而尿频失禁之证能愈
。

卜 , 卜一 峨$ 卜- 例、 。 ,尹宁卜 一小“ 一 , . 合一 二冲争劝
盆~ 月曰印` 闷` 卜司” 昭` 月

减少炎性分泌物
,

促使宫颈口周围鳞状上皮新生
,

覆盖创面而得到治愈
。

采用中药方剂
,

血 竭可活

血去癖
,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 白矾
、

乳香
、

没药去

腐生肌止血
,

减少炎症性分泌物 , 硼砂
、

蛇床子
、

雄黄等解毒燥湿
。

根据本文治疗宫颈糜烂的分析
,

达到了上述预期效果
,

并且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提

高
,

以利在临床上更广泛应用
。

今考文欲

1
.

山东医学院
.

实用妇科学
.

第一版
.

山东

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 0 , 1 7 3一 1 7 4

2
.

宫颈癌普查协作组报告
.

中华医 学 会 杂

志
, 1 97 3 ; 5 3 ( 9 ) : 5 1 4

3
.

刘宗唐
.

妇产科专题讲座会编
,

1 9 8了, ”

4
.

苏应宽
,

等
.

常见妇产科病
。

人民卫生出

版社
, 1 97 8 ; 1 6 6

, . ` 日`碑 . , . 比日` 声 口 , , 肠日` 户 口

, 脚̀ 曰卜沪
r . 巨 . 自沪

尸 , .

( 上接第 2 页 )

获等健脾培土 以制水 ; 以泽泻
、

木通
、

车前

子
、

半边莲
、

冲天草
、

椒 目
、

黑白丑
、

甘遂

面诸药配伍
,

利湿逐水 , 水湿与寮血均为阴

邪
,

易伤阳气
,

阻遏气机
,

故以木香
、

厚朴
、

积

壳
、

大腹皮诸药畅达气机
,

使气行则水行
,

气行则疲行 , 肝气郁滞 日久
,

疲 血 蕴 结 成

积
,

故以三棱
、

羲术破血理气消 积 ; 郁 李

仁
,

辛苦性平
,

体润滑利
,

其不仅善导大肠

之秘结
,
还可通利周身水气

,

为宣散行走
,

除胀消积之良药
。

全方合用
,

攻中有补
,

补

中有攻
,

攻补兼施
,

具有益气健脾
,

行滞消

积
,

活血利水之功效
。

临床实践证明
,

董氏

腹水汤是治疗嫩胀的有效方剂
,

服之可使无

形之气得充先行
,

而使有形之积
、

有形之水

渐渐消失
,

而且无任何毒副作用
。

若脾肾阳

虚
,

证见肢冷肿甚者
,

酌加炙附片
、

生姜皮

温阳以利水 ; 若攻下逐水太过
,

伤津耗液
,

证见肝肾阴虚
,

腹水停留者
,

病多难治
,

因

为水湿与阴虚互相矛盾
,

滋阴则腻湿留邪
,

利湿逐水又伤阴损正
,

治疗一般采用滋阴利

水法
,

选用养阴理肝汤加猪荃
、

泽泻
、

冲天

草
、

半边莲治之
。

若腹水明显者
,

可配服董

师自拟的经验方
“
消水丸

”
( 炒皂矾 30 9 ,

甘遂 3 0 9 ,

椒 目6 0 9 ,

木香 6 0 9 ,

山药6 0 9 ,

豆

霜 1 5 9 ,

党参 3 0 9 ,

细 末 为 丸
,

每 丸 重 3

g )
,

日服 l 次
,

每次 1丸
,

空腹服下
,

具

有明显消除腹水之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