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5. 88% ) ,相当于月经量者 25例 ( 36. 76% ) ,多于

月经量者 5例 ( 7. 35% ) ; C组: 术时无宫颈出血。术

后阴道排液仅略多于平时白带者 57例 ( 73. 07% ) ,

少于月经量者 11例 ( 14. 10% )。 脱痂期宫颈无出血

59例 ( 75. 64% ) ,少于月经量者 18例 ( 23. 07% )。

4　讨　　论

宫颈糜烂是妇科常见病 ,而且是宫颈癌的高危

因素。目前对该病的治疗方法很多 ,尚未见物理治疗

与中药治疗相结合的报道。本组资料采取 CO2激光

联合中药治疗 ,获满意效果 ,痊愈率 98. 71% ,无 1

例无效。其中 1例因术后合并霉菌感染 ,由Ⅲ
o
糜烂

转为Ⅰ
o
糜烂。经治疗霉菌后继用玉清抗宫炎片 2个

疗程获痊愈。

本组资料中 A组 74例 ,用玉清抗宫炎片治疗 4

～ 6个疗程 , 3个月判定疗效 ,宫颈糜烂痊愈 21例 ,

好转 35例。白带减少 46例 ,清洁度由Ⅲ o转为Ⅱ o或

Ⅰ
o
者 69例 ,可见玉清抗宫炎片对减少白带、调节阴

道清洁度有显著疗效。由于用药无明显不适 ,方便可

行 ,对未生育或有生育要求者尤为适用。

激光治疗宫颈糜烂的疗效已经被国内外学者肯

定。一次治愈率国内报道为 78. 4% ,国外报道则为

76. 4% 。本组观察 3个月 ,经 1次治愈率为 78. 26%

与国内外报道相近 ,好转 22例。其中 13例宫颈外口

肉芽组织增生 ,经消毒后用组织钳取除肉芽 ,压迫止

血 ,上复方甲硝唑粉后两周痊愈 ;另有 9例留下小面

积创面 ,经用 2%硝酸银烧灼痊愈。 关于宫颈出血 ,

多由于术前对局部炎症控制不理想 ,阴道清洁度Ⅲ o

以上或糜烂面有接触性出血仍坚持手术者。术前阴

道清洁度调节在Ⅱ o以下 ,术时一般无出血 ,术后疗

效也较满意。 故调节阴道清洁度是提高激光治愈率

的关键。手术时机一般应在月经周期的第 5～ 7天内

为宜 ,因这时宫颈腺体尚未开始分泌 ,创面渗出少或

无渗出 ,同时有利于清除纳囊内容物和破坏囊壁。

玉清抗宫炎片的主要成分为广东紫珠 (占成分

83% )、乌药、益母草等。广东紫珠的化学成分含有黄

酮甙、酚类、鞣质等。药效学试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和白色念珠菌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 ,对伤寒杆菌有一定抑制作用 ;对毛细血

管有收缩作用 ,能缩短出血时间和凝血时间 ,能降低

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有明显消肿和减少渗出作用 ;乌

药具有抗炎作用 ;益母草具有收缩平滑肌止血作用。

诸药配伍 ,具有清热解毒、止痛止血、利水消肿之功

效。 A组和 C组的治疗结果证实了以上机理。由于

玉清抗宫炎片是薄膜衣全浸膏片 ,具有易溶解、易吸

收之特点 ,故用于局部 (阴道后穹窿 ) ,其消炎、收敛、
止血效果尤为显著。 C组资料显示在激光术前用药

2个疗程 ,阴道清洁度均可在Ⅱ o以下 ,为激光治疗

创造有利条件 ,故术中无 1例宫颈出血。由于玉清抗

宫炎片的清热解毒、收敛、止血的作用可使局部受激

光高温、高压物理损伤的炎性反应 (充血、水肿、渗

出 )减轻 ,组织渗出减少或无明显渗出 ,故术后阴道

排液量仅多于平时白带量 ,脱痂期宫颈出血明显减

少 , 46例无出血 , 32例出血少于月经量 ,可加速创面

愈合。 55例随访半年无 1例复发。

综上所述 ,对宫颈糜烂采用物理与玉清抗宫炎

片联合疗法 ,一方面能提高痊愈率 ,缩短治愈时间和

减少物理治疗的不良反应 ;另一方面亦有利于宫颈

癌的预防 ,是当前治疗宫颈糜烂有效而理想的方法。
(收稿日期: 2000- 03- 20)

●老中医经验●

刘炳凡研究员临床用药经验拾零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 410006)　文先惠

主题词　名医经验　辨证论治

　　刘炳凡研究员在 70年的医疗实践中 ,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辨证思维 ,于用药方面也颇具特色 ,特加以

整理介绍如下。

1　平淡见奇

刘老认为 ,中医治病 ,首在治人。 强调在用药时

应正确处理扶正与祛邪的关系 ,就正邪而言 ,矛盾的

主要方面在正气 ,人体正气不伤则能抗邪御病 ,而立

于不败之地 ,因而他临床用药具有不过攻 ,不过补 ,

不偏寒 ,不偏热的特点 ,时时以保护正气为主。如治

疗因感受寒邪而致发热、恶寒、头痛、鼻衄的患者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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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伤寒论》辛温发表之意 ,不用麻、桂 ,而以苏叶、防

风、芥穗、葱白、淡豆豉之属发汗逐邪 ,往往 1剂而

止 ,用药虽别于仲景 ,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治疗甲

状腺瘤、肝硬化运用活血化瘀的刘寄奴时 ,将其与滋

养肝肾之楮实子相伍 ,一散一养 ,具有逐瘀不伤正的

作用。如《医方集解》云: “散药得补药以行其势 ,辅正

祛邪 ,尤易于见功。”对于一些内伤杂病表现为气虚

下肢无力者 ,常在辨证的基础上配以黄芪、丹参 ,两

药合用 ,以通为补 ,效果显著 ,再加入杜仲、巴戟天补

肝肾之品 ,其效更佳。对热象较突出者在用寒凉药时

也注意用少量温热药以反佐 ,如某患者既表现为口

干苦 ,大便干结 ,手足心发热 ,微恶寒 ,则在大队养阴

药中佐以少量附片 ,而诸症得解 ,此证附片用量一般

为 2～ 3g。对于寒象较突出者而用温热药时注意防

止温燥伤津 ,如一患者四肢厥冷 ,胃脘胀痛 ,则在健

脾和胃的基础上加附片配白芍 ,附片温阳散寒 ,用白

芍之意在于制附片温燥之性 ,又如将甘温之菝葜与

苦寒之龙葵相伍 ,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软坚之功 ,二

药相伍用于寒证或热证可取其用之长而避其性之

偏 ,用于寒热错杂证则可收到性用兼取的效果。

2　根据不同体质用药

疾病的临床表现错综复杂 ,出现的证候常不典

型 ,故刘老指出 ,临证用药必须详察患者体质的差

异 ,才能审证求因。某前列腺炎患者经西药抗炎及服

用中药清利之品无效 ,而延刘老诊治 ,症见畏寒肢

冷 ,疲乏 ,小便余沥 ,舌质淡红 ,苔白润 ,脉细弱。刘老

认为证属气虚而累及阳虚 ,兼膀胱湿热。遂着眼于整

体 ,拟益气升陷 ,温阳散寒 ,清热利湿之法。 药用:明

党 15g　白术 15g　土茯苓 15g　炙甘草 5g　广皮

5g　法夏 5g　北黄芪 20g　桔梗 5g　腊瓜 12g　车

前子 12g　白芍 12g　附片 3g　砂仁 4g　鸡内金

4g。方中腊瓜利水通淋 ;桔梗开提肺气 ;使肺气得以

肃降 ,而浊气下行 ;尤妙在黄芪与桔梗合用具有益气

升陷的作用 ,此乃“提其气 ,气升则水自降”之意也 ;

更以附片温阳散寒 ,白芍制附片温燥之性。 服上方

14剂而诸症悉除。妇科疾病中的经来淋漓不尽 ,一

般治疗在辨证的基础上加止血之品 ,如果既有淋漓

不尽又伴有瘀块者则用之无效 ,对于此证刘老常配

以灵脂炭、蒲黄炭、荆芥炭 ,三炭合用 ,化瘀止血 ,从

而起到通瘀以顺其自然 ,止血而不留瘀的作用。对于

情志郁结致夜间失眠的患者 ,刘老用明党参、北沙

参、丹参、生地、百合、远志、枣仁、炙草、小麦、大枣、

夜交藤、合欢皮、砂仁、鸡内金等滋阴宁心 ,解郁安神

之品 ,兼白天精神疲乏者 ,则在此方基础上加黄芪补

气以双向调节而屡效。 一便秘患者 ,腹胀口干喜饮 ,

苔黄 ,脉弦细 ,曾服麻仁丸效果不显 ,反见腹痛 ,刘老

则在用制首乌、草决明、火麻仁、白芍润肠通便的同

时 ,加锁阳、肉苁蓉温阳润肠以燮理阴阳 ,并另加苏

叶以宣发肺气 ,肺与大肠相表里 ,肺气得宣 ,其浊气

得以下降 ,而大便通畅。

3　勿伤胃气

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机体的整体状况密切相关 ,

整体的强弱取决于五脏 ,而“脏真寓于脾” ,“脾旺不

受邪” ,说明脾胃的功能对于自然疗能的发挥 ,增强

机体的抗病能力起重要作用 ,因而影响着病的发展

和预后。刘老认为 ,脾胃是动力的源泉 ,人体的“内燃

机” ,临证必须把保护脾胃的健运作为第一要素 ,刘

老认为临证处方必须时时考虑脾胃是否胜药 ,胃气

一败 ,百病难治。在谈到理气、滋阴药的运用时强调

理气慎用刚燥 ,恐伤胃阴 ;养阴又慎滋腻 ,恐伤脾气。

在运用地黄饮子治疗中风后遗症时他对该方作了变

通 ,因恐其凝滞 ,用首乌代地黄 ;嫌其酸敛 ,以白芍代

山萸 ;因防其滋腻 ,用黄连代麦冬、石斛。在运用理气

药时常以藿香代广木香 ,用砂仁、隔山消代厚朴 ,以

荜澄茄代干姜 ,旨在行气开胃 ,达到扶助胃气 ,以利

祛邪或补益药吸收的目的。祛风湿药羌活、独活为临

床常用之品 ,但刘老认为 ,此二药易损胃气 ,常代之

以青风藤、鸡矢藤、鸡血藤等 ,其中青风藤祛风除湿 ,

其主要成分为青藤碱 ,用于风湿痹痛 ,肌肤麻木 ,腰

腿痛 ,鹤膝风有良效 ;鸡矢藤既有较强的通络止痛之

效 ,又有开胃消积之功 ;鸡血藤补血行血 ,舒筋活络。

三药合用具有相得益彰之效。 胃以降则和 ,法夏、广

皮具有和胃降逆之功 ,鸡内金消食积 ,刘老每于处方

中加入之 ,起到和胃助化作用。水蛭与肉桂相伍 ,用

于腹主动脉瘤、脑肿瘤的治疗 ,其中水蛭咸苦平 ,性

缓善入 ,使瘀血默消于无形 ,肉桂气味俱厚 ,温通血

脉 ,二药合用使胃气得以和降。对于六君子汤一方 ,

刘老临床运用较活 ,常根据脾胃阴阳盛衰分层次进

行加减 ,如气虚甚者则根据程度轻重减党参加白参

或红参等 ;如兼脾阴虚时根据其轻重程度分别减党

参加太子参 ,或减党参、白术 ,加太子参、怀山 ;如兼

胃阴虚则减党参加北沙参 ,如兼脾胃阴虚则减党参、

白术加太子参、北沙参、怀山等。又以治疗阴虚的三

参首乌汤为例 ,该方由太子参、北沙参、丹参、制首乌

组成 ,其中太子参养脾阴 ,北沙参养肺胃之阴 ,丹参

养心阴 ,首乌养肝肾之阴 ,因而五脏兼治 ;如阴虚兼

气虚的则根据气虚的轻重程度分别减太子参加党

参、或白参、或西洋参等 ,皆旨在“谨察阴阳所在而调

之 ,以平为期。”
(收稿日期: 2000- 0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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