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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病新论浅识
卜献春

,

刘 芳
,

宁泽璞
,

周 慎
,

刘春华 指导 刘祖贻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湖南 长沙 盯 0 0 0 6)

【摘要 ] 刘祖贻研究员对温病 源流有其独到见解
,

提出
“
温病起源 于秦汉之前

,

并不晚于伤寒学说
”
的观点 ; 认为正虚邪

伏是
“

伏气温病
”
的病机特点

,

扶正透邪是伏气温病的治 万 原则
,

从而丰富了伏气温病的 内涵 ; 在温病 治法方 面独树一帜
,

提 出
“
祛邪毒

,

透泄为要
’ 、 “

重防变
,

早治当先
”
的温病 治 万 总则 ; 并运用其温病新论指导临床治 万 乙型肝炎

、

银屑病
、

恶性肿瘤等

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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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贻研究员从 医 60 余年
,

学 验俱丰
。

对中 类也
’

( 《素 问
·

热论》)
。 “

冬伤 于寒
,

春必温 病
”

医基本理论
,

尤其是温病学说 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
。

( 《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
。

《内经 》上述关于热病

经过研究 提出
“

温病起源于秦汉之前
,

并不晚于伤 的记载 不仅是影响温病学说在伤寒体系内发 展的

寒学说
”

的观点
,

认为
“

外感热病贵乎透 邪外 出
,

伏 主要原因 而且是使伤寒学说首先取得重大发 展的

气温病重在 扶正透 邪
” ,

擅长运用温病理论治疗疑 直接原因
。

温病学说未能自立 门户
,

反而包含在伤

难杂症
。

寒体系 内发展
,

直到 宋金 以后 才逐渐结 束这种局

1 温病源流见解独特 面
。

至清代 以叶
、

薛
、

吴
、

王为中心建立起独立 而完

温病起源于何时
,

国内学者一 直见仁见智
,

不 整的温 病 学 体 系
,

标 志 着 温 病 学 说 已进 入 昌盛

能统一
。

刘老在详细考 证马王堆医书和 《内经 》之 时期
。

后 很据书中记载 提出温病起源于秦汉之前
,

并不 2 丰富伏气温病 内涵

晚于伤寒学说
,

只是在 中医学 早期 发展 的过程 中
,

伏气温病又称伏邪温病
,

指感 邪后邪气伏藏体

伤寒学说跃而居先
,

而温病学说反膛乎其后
,

甚 至 内 经过一段时期再发病
。

伏气学说作为解释温病

居于从属地位
。

金元 以后
,

温病学 说才振帜崛起
,

病因与发病的理论
,

被众多医家所接受或采纳
。

虽

与伤寒成抗衡之势
。

故 撰写成 《温 病源流论 》一书 然已经存在两千多年 但是 自伏气温病学说创立之

( 待刊行 ) 不仅使久疑难决 的温病学说发展源流得 日起
,

由于其真正 内涵 尚未 明朗
,

引起了 中医学界

以澄清 而且对刘老 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 围绕伤寒与温病
、

伏气与新感长 时期 的争 论
,

刘老

远影响
。

认为 : 应根据 目前温病 的发病特 点
,

赋予伏气温病

马王堆医书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医药书籍
。

新的内涵
,

以指导临床
。

其中 《导引 图 》图谱 旁 的文字说 明 中提到
“

引温 2
.

1 正虚邪伏是
“

伏气温病
”
的病机特点 伏气温

病
”

最早明确提 出了温病病名
,

同时也最早描绘了 病最早记载于 懂帝内经 》 左口傣问
·

生气通天论 》

主治温病的导引动怅 《内经 》成书约在战国时期
。

载
`

冬伤于寒 春必病温
。 ”

明确提 出冬感寒邪是温

书中论述了温病的病因
、

病机
、

症状
、

治 疗
、

预后等 病的病因 寒邪侵袭
,

郁 于体内
,

蓄积 日久
,

寒极生

各个方面
,

对温 病学说 的建 立
,

奠定 了理论 基础
。

热是温病 的病机 《素问
·

金 匾真言论 》云
“

夫精

傣问
·

热论 》历来 为研究伤寒 和温病者 所重视
。

者 身之本也
。

故 藏于精者
,

春不病温
。 ”

强调正气

但所论热病 是伤寒还是温病
,

或者兼而有之
,

诸家 在伏邪发病中起到先决条件的作用
,

即精足
,

则春

见仁见智 从识大相径庭
`

今夫热病者
,

皆伤寒之 不病温
。

因此
,

伏邪发病
,

正虚是其必 要条件
。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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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在发病时往往都是来势凶猛
,

临床表现复杂
,

变

化迅速
,

由里而外 甚至 由里向更深层次发展
,

病情

重 病程长 沮缠绵 多变难愈
,

在此过程 中
,

本来 已

虚的正气更加消耗难复
,

无力抗邪外出
,

而此伏 邪

不透尽 则邪热 不解
。

伏邪发病多 为表 里同病
,

甚

至仅现里证 表证隐匿
。

如春温初起 即以里热证为

主 郡见高热
、

烦渴
、

有汗不解
、

小便黄赤等
,

少数可

见恶寒等表证
,

但短 暂即失
,

里热 或有在 气分在血

分之别
,

如不 及时正确治疗
,

则 多变化迅速 或由气

入血 热盛动血 成热极动风 成耗竭肝肾之阴等
。

2
.

2 扶正透邪是伏气温病的 治 疗原则 针对伏邪

郁而化热的特性及隐匿
、

潜伏
、

缠绵难愈的特 点 正

气在伏邪致病 中起决 定性作用
。

那么其治疗总则

为扶正透邪 凉U老多从 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

( )l 辨

邪之部位
,

透 邪外 出
。

一是辨气分
、

血 分
。

气 分多

属功能性病变
,

病机较 为轻浅 ; 血 分多 为脏腑器质

性病变 病机较为深重
。

而伏邪致病 多气
、

血 同病
。

如带状疽疹多 由体虚感受邪毒
,

蕴结不解 北为火

毒 灼伤肌肤 其传变亦可由卫气转入营血 六营则

红斑
、

水疽等皮 损程度加重
,

疼痛更剧
。

故刘老用

生地
、

丹皮
、

赤 芍等 以凉血活血外
,

还常用大青 叶
、

金银花
、

连翘
、

桅仁
、

蒲公英等清解热毒 透热转气
。

二是由气分血分进而辨析在经在全各 《临证指南医

案 》指 出
`

初病在气
,

久必入血
,

以经络 主气
,

络脉

主血也 此脏腑经络气血 顺分析辨明
。 ”

邪伏 支络
,

往往疾病缠绵 必仗虫蚁蠕动之物
,

峻烈之品
,

如地

龙
、

水蛙之类 才能松动病根
。

三是邪结肠腑
,

通腑

泻实
。

以张仲景所创诸承气汤 为代表
,

用于消化系

统疾病
、

急腹症
、 `

屋性 肾炎尿毒症等邪伏于内
、

气机

奎塞者 亦用于高血压病
、

急性脑血管疾病
、

精神疾

患等
。

四是 邪伏 募原
,

开达 逐邪
。

募原 为 藏邪 之

所 为伏邪疾病 缠绵难愈的根源
。

治疗 伏邪疾病
,

其一是宗吴又可所倡 导的
“

逐邪为第一要义
”

的思

路 硫利邪气
,

使病 邪透 出募原
,

如达 原饮 中的草

果
、

槟榔
、

厚朴
,

以及 《得配本草 》中的草豆范
、

常山
、

青皮
、

槟榔
、

厚朴
、

羌活等
,

祛其
“

募原
”

之伏邪
。

邪

伏募原 常常使气机不畅 表里奎塞
,

尤须时时注意

疏利气机 才能使募原之邪外达
。

( 2) 辨邪之性质
,

逐邪外出
。

一是邪气相挟
,

分消走泄
。

叶天士首次

提出分消孤邪的治疗方乡去 《温热论 》云
“

渗湿 于

热下 不与热相搏
,

势必孤也矣
’ , `

热自湿 中而 出
,

当以湿为本治
” ,

强调
“

湿不去则热不除
” 。

对于温

热类温病 风邪与热相挟 汉主张
“

透风于热外
” ,

也

属分消孤邪的方法
。

叶天士善用分消走泄之法
,

用

辛开苦泄之品 开上
、

畅中
、

渗 ( 导 ) 下 从三焦分治
,

使湿邪与热邪分隔而解之
。

在伏邪疾病的治疗 中
,

祛邪是第一要义
。

分消孤邪的治疗方法 不但用于

湿热相挟
、

风热相挟疾病 的治疗
,

还用于六淫 复合

和多种邪气相挟为患的温病
。

二是痰痕互结 北痰

活血
。

邪伏脏损 多有痰痕等病理产物互结
。

故刘

老常用香砂六君子汤等健脾化痰
,

补 阳还 五汤
、

血

府逐痕汤等益气
、

行气活 血
。

三是邪毒 蓄积
,

解毒

逐邪
。

毒邪
,

主要指内生之毒和从 外感 受的毒邪
。

清热解毒常用金银 花
、

蒲 公英
、

野菊花
、

重楼
、

半枝

莲
、

白花蛇舌草
、

紫 花地 丁等
,

化痕解毒 常用娱蛤
、

获术
、

摩香
、

雷公藤等
,

除湿解毒常用土获菩
、

绿豆
、

白茅根
、

猪菩等
,

化痰解毒 常用 山慈菇
、

黄药子
、

挂

白
、

天南星
、

白附子等
,

散寒解毒常用白附子
、

娱蛤
、

肉桂
、

生姜
、

葱等 祛风解毒常用防风
、

升麻等 益气

解毒常用黄 蔑
、

太子参
、

甘草 等
,

化积解 毒 常用阿

魏
、

获术
、

雌黄
、

山慈菇
、

黄 药子
、

摩香等
,

辟秽解毒

常用摩香
、

草果
、

丁香
、

牛黄等
。

( 3) 辨脏腑之虚实
,

扶正透邪
。

正虚是邪伏的病理基础
,

病邪常常伏于

正气亏虚之处
,

正所谓正 虚之处
,

是 容邪之所
。

同

时邪能害正 损伤脏腑 而导致脏腑气血阴阳虚损
,

故扶正透邪是伏气温病的治疗原则
。

3 温病治法独树一帜

3
.

1 祛邪毒
,

透泄为要 温病 皆为感受邪毒所致
,

刘老认为 :治温病 以祛邪毒 为第一要务
`

透邪
”

和

泄法都是因势利导的治疗方法
,

是给 邪以出路
、

阻

其传变的有效方法
。

外感表证
,

须透 邪外出
,

但综

观温病 治疗过 程 中之
“

透 邪
” ,

并 非 只局 限于
“

解

表
”

而是针对温邪内郁和 内传这一核心病机 硫通

气机 通达 内外
,

使 邪气 由深出浅
、

由里及表
,

以成

外达之机的一种 内涵广泛 的祛 邪思路
。

温病初起

的
“

透风于热外
” 、 “

辛凉泄 卫透汗
” ,

邪入气分 的
“

辛凉 宣泄
’ 、 “

泄湿 透 热
” ,

热 入 营分 的
“

透 热转

气
”

血分阶段的
“

透斑
”

泄热
,

甚至后期 的
“

养正透

邪
”

均是透邪思想的具体体现
“

泄
”

的涵 义非常

广泛 大致含有使病邪排出体外的意思
,

包括清热
、

泻下
、

化湿
、

利尿等法则
,

泄法主要适用 于气分证
,

亦涉及营分
、

血分证
。

如温邪由卫入气
,

热炽 阳明
,

症见壮热
、

汗 出
、

搜赤
、

苔黄燥
、

脉洪 大等热炽津伤

现象 宜 白虎汤 甘寒清泄 ; 如 属热 结肠 胃
,

腑 气不

通 见潮热便秘
,

或热结旁 流
,

腹满硬痛
,

苔黄厚干

燥 脉沉实等热盛里实之证 肖用承气汤苦泄通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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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邪留三焦
, “

犹之伤寒 中少阳病也
” ,

虽有寒热往

来
、

胸胁满闷等 症
,

不 用小 柴胡汤 和解 表里
,

而 以

杏
、

朴
、

菩或温胆汤之走泄
,

以分消上下之势
。

如湿

热之邪
,

不从 外解而互结
,

浊痰 凝滞于 中焦肤腹 部

位而成痞痛
,

当用泄法
,

排邪于体 外
。

临床上还往

往透
、

泄同用 加泄湿透热
、

泄卫透汗
、

泄卫透营等
。

3
.

2 重防变
,

早治 当先 刘老治温病
,

强调给邪以

出路
,

阻其传变
,

以冀速愈
。

而如何阻止传变
,

要做

到早
、

速
、

当三点
。

早者 为早治
,

指患者 早就诊
、

医

师早治疗
。

如 镶问
·

八正神明论 》所说
“
上工救其

萌芽
” 。

譬如善用兵者
,

常趁敌人立足未稳
,

一举歼

之
。

速者为速治
,

如 张子和 所说
“

邪气加诸身
,

速

攻之可也 速去之可也
。 ”

急性热病来势急
、

传 变快
,

不能稍有延误 须迅速控制病情发展
。

当者指辨证

要准
、

用药要当
。

病 有轻重
,

用药亦有轻重
,

如 《素

问
·

至真要大论 》所云
“

微者调之
,

其次 平之
,

盛者

夺之
” 。

其病轻 者易治
,

少有传 变
,

调治即可 ; 其病

重者 宜用重剂
“

夺之
” 。

做到上述三点
,

多能阻止

病情传变
。

对于热病的传 变规律
,

先 贤已有明确的认识
,

如伤寒 的六经传变
、

温病 的卫气营血传变
、

三焦传

变
。

但其传 变规律亦 非绝 对
,

不 同于 叶天 士所说
“

若论卫气营血 与伤寒 同
” ,

认识更加深刻
,

更加全

面而已
。

对于传变规律的认知 是中医学对疾病认

识的一大贡献
。

但医者 的任务绝不能止于此
,

更重

要的在于阻断这种传变进程
。

或许有人说
,

既然是

规律 就有其必然性
,

如何能阻断 ? 刘老认为
,

上述

的传变规律是未能得到正确治疗下的演变过程 加

能得到正确的治疗 就能有效截断其发展
。

中医药治疗传染性
、

感染类疾病
,

主张在疾病

的早期介入 池体现 了中医学 的辨证论治特点
。

如

禽流感初起表现 为头痛
、

鼻 塞
、

咳嗽
、

恶寒
、

发热 发
生于冬春季 节

,

治疗 即可根 据风温证 邪在肺卫论

治 用辛凉宣肺法 ; 如表现为发热
、

咳嗽
、

舌质红
,

即

可根据风温邪热奎肺论治 用清热宣肺法
。

只要有

症状 出现
,

就可 以通过审证求因
,

针对病 因来进行

早期干预
,

以减弱病原体 的毒力
,

减轻毒素 对人体

器官的损伤 以及对免疫系统的破坏
。

为阻止传 变
,

刘老赞同姜 春华先生对温病治疗所提 出的截 断扭

转法
。

邪在 卫分时
,

即可加入清热解毒 药
,

即在辛

凉解毒剂 中加入苦寒之药
,

如琴
、

连亦 所不忌
。

但

根据刘老 的经验
,

在风温早 期
,

无 汗
,

尤其 有恶风

时 落
、

连宜缓用
,

可加蒲公英
、

大青 叶
、

野菊花
、

鱼

腥草等清 热解毒 之药
,

有利 于清透
,

使 邪从 外解
。

因邪从外解也是治疗温病的重 要原则
。

例如
,

即使

邪已入营分
,

叶天士仍要求
“

透营转气
” ,

姜春 华先

生所言
“

扭转
”

应为此意
。

由于温热之邪 最易伤津耗液
,

而阴津亏损
,

阳

无 以制 则热更炽
,

故有
“

存得一分津液
,

便有 一分

生机
”

之说
。

叶氏明确指 出
`

数阴不在血
,

而在津

与汗
。 ”

认为温病的救阴与杂病有明显区别
,

温病救

阴之目的 不在滋补阴血 而在生津养液 并防止汗

泄过多 损耗津 i夜
`

热邪不燥 胃阴 泌耗 肾液
”

所

以治疗用药时 宜时刻注意保护胃肾津液
。

4 温病新论指导临床

4
.

1 从伏 气温病论 治 乙型肝 炎 乙肝 为伏邪致

病 其病程较长 易转 为慢性
,

或向肝硬化和肝癌转

变 从这些特点来看更符合伏气温病的诊 断
。

刘老

认为邪伏肝络 痕血阻滞是慢性肝 炎的重要特征之

一
。

邪毒内伏是疾病之因
,

而痕血 既为本病的病理

产物 池是疾病发展 的原 因
。

恢复气血 的通 畅
,

对

于慢性肝炎的康复非常重要
。

一方面
,

气血运行正

常可缓解肝失所养的状况
,

另一方面
,

气血运行通

畅又利于药达病所
,

以充分发挥疗效
。

故而治疗本

病健脾 和 胃
、

疏肝理 气同时特 别强调加 入活血之

品 无厌其早 正确运用 河获事半功倍之效
。

痕血

阻络证 由于肝 脏微循环 障碍
,

循环免疫 复合物增

多 使肝细胞功能受损
,

免疫功能下降
,

免疫复合物

难 以及时清除而储留于体内 致免疫复合物更加高

于其他证型
。

刘老 采用 祛邪与扶正相 结合的方法

治疗本病 常用山碴
、

丹参
、

大黄
、

鳖 甲
、

红花等活血

化痕祛邪
,

以改善肝脏微循环
、

抗肝纤维化 ; 用土获

菩
、

白花蛇舌草
、

虎杖
、

垂盆草
、

板蓝根
、

山豆根等清

热解毒祛邪
,

抑制乙肝病毒 ; 用冬虫夏草
、

灵芝
、

黄

蔑
、

白术
、

太 子参等益 气健脾 扶正
,

促进 白蛋 白合

成 提高机体免疫力
。

达到祛邪而不伤正
、

扶正而

不 留邪的治疗目的
。

4
.

2 运用伏气学说治 疗银屑病 寻常型银屑病是

一种常见并易复发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初起为红

斑
、

丘疹 逐渐融合成片
,

边缘清楚
,

上覆多层银 白

色鳞屑 剧去后有薄膜和点状 出血现象
。

此病常反

复发作 缠绵难愈 严重时皮损泛发全身 胖随大量

脱屑 居」烈瘤痒
,

给 患者 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 的影

响
。

本病属于 中医学
“

白疤
”
范畴

。

近代 中医皮肤

学界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认 识有 3 种 较为成 熟的

学说 : 血痕论
、

血 热论
、

血 虚论
。

刘老认 为
,

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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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3种证型均可见到
,

不可执于一端
,

应该 回到

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去看待
,

同一疾病不同患者的

病因病机均会有所不同
。

如某患者症见白色鳞屑
、

瘤痒明显
、

口干
、

苔少
,

为阴血不足
、

失于滋养 的表

现 ; 四肢均有红斑
、

舌红暗
、

脉细涩
,

为血痕证表现
,

可辨证为阴虚夹痕 治宜滋 阴养血
、

活血化痕 为法
。

刘老凉血喜用生地黄 沮药量多在 1 5 9 以上 常与牡

丹皮
、

赤 芍配伍
,

收效满意
。

活 血化痕 重用 水蛙
。

张锡纯云水蛙可
“

破痕血而不伤新血
,

专入血 分而

不损气分
” 。

刘老指出
,

水蛙治疗痕血顽证 疗效颇

佳 沮安全性 良好
。

他常配 山碴
、

丹参
、

牡丹皮
、

郁

金
、

土鳖 虫等增 强活血化 痕之功
。

对于血 热型瘤

痒
,

刘老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
,

方中犀角清 心祛 火

治本 庄地滋阴清热
、

凉 血 以生新血
,

赤 芍
、

牡 丹皮

破血以逐其癣 方中以血分药为主
,

符合中医之
“

治

风先治血 血行风自灭
”

理论
。

刘老认 为本 方并不

局限于温热病范畴
,

凡有是证 就可用是方
,

唯犀角

属国家禁用之品
,

故 临床用水牛角倍量代之
,

其效

亦佳
。

针对伤 阴
、

大便干及失眠患者
,

酌情加用增

液汤
、

酸枣仁
、

夜交藤等药物 标本兼治
。

4
.

3 运用伏 气学说治 疗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是当

今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

随着人们生活方

式的改变及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 变化 其发病率逐

年增高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

而恶性肿瘤在其发展

过程中 均可出现热毒内蕴而耗伤阴液 的情况
。

所

以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 归
,

邪毒的传 变与温病学理

论颇有相似 之处
。

刘老擅用伏气学说治疗恶性肿

瘤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

刘老认为 : 癌病为毒邪 内攻所致
,

邪盛则正衰
,

故治宜 健脾扶 正
,

解毒 泄浊
。

健 脾扶 正常 用人参

( 白参或西洋参 )
、

党参
、

太子参
、

黄蔑
、

扁豆
、

淮 山
、

构祀
、

当归
。

佐 以和胃助消食
,

以增气血生化 之源
,

常用佛手
、

陈皮
、

法夏
、

北 山碴
、

神 曲
、

麦 芽等 ; 新病

重视肺 胃之阴
、

久病重 视肝 肾之 阴
,

常用玉 竹
、

麦

冬
、

沙参
、

石解等 滋养肺 胃; 龟 甲
、

鳖 甲
、

旱莲草
、

构

祀
、

女贞 子等滋 养肝 肾
。

解毒泄 浊常 用 白花蛇 舌

草
、

藤梨根
、

龙葵
、

重楼
、

山豆根
、

半边莲
、

凤尾草等
。

软坚散结 抗癌药 有猫爪草
、

生牡 蝠
、

八 月扎
、

山慈

菇
、

海藻
、

徐长卿
、

夏枯草
、

露蜂房等 ; 活血消肿抗癌

药有臭牡丹
、

石 见穿
、

惚木
、

菠莫
、

急性 子
、

获术
、

虎

杖等
。

刘老 自拟 参蚤扶正解毒方治疗各种恶性肿

瘤每获 良效
。

方 中太 子参益 气 养阴
、

重楼 清热解

毒 为君药
。

脾胃为后天之本
,

气阴资生之源
,

故以

山药
、

石解健脾益阴
、

助 运资生 ; 慧 故仁渗湿泄浊
,

臭牡丹
、

白花蛇 舌草解癌 毒
、

清热 毒 ; 四药 共 为臣

药
。

八月扎理 气和 血
、

健 胃通便
,

为佐 使药
。

全方

祛邪
、

扶正并用 肤正之所 以祛邪
,

祛邪亦为扶正之

用 体现了刘老治肿瘤
“
既要治病

,

更要留人
”

的指

导思想
。

肺癌者 加重楼
、

全蝎 ; 胃癌者
,

加黄药子
、

藤梨根 ; 肝癌 者
,

加 石 见穿
、

获 术 ; 卵巢癌者
,

加三

棱
、

获术
、

白英 ; 纳谷不馨者
,

加鸡 内金
、

山碴 ; 纳差
、

大便稀洁者 去太子参 加黄蔑
、

炒白术
、

获菩
。

肿瘤术后或放疗
、

化疗之后
,

多在调理正 气之

后再用清热解毒药
,

或在调补正气药中酌加解毒攻

邪之药
。

肿瘤 患者多 为痕毒 内结
,

术后 多正 气受

损 治当顾护正气
,

若术后 出现肤腹胀满
、

纳呆
、

便

洁
、

完谷不化
、

暖气
、

矢气等脾 胃气虚
,

食阻痰滞之

表现 治疗当以调补 中气为主
,

消食
、

川页气为辅
。

药

用北黄蔑
、

炒 白术
、

获菩
、

砂仁
、

法夏
、

大枣
、

麦芽
、

鸡

内金
、

山碴
、

赤灵芝
、

莱熊子
、

佛手
、

陈皮
、

仙鹤草等
。

刘老认为化疗药属于
“

药毒
”

放疗属于
“

火毒
”

范畴
。

化疗期 间或化疗 后 出现恶 心呕 吐
,

胃肤痞

闷 纳差便洁
,

神疲 乏力 ; 舌淡
、

苔腻
,

脉 滑 ; 查 外周

血 白细胞减少等毒副反应
,

多为浊毒 中阻
、

气血亏

虚所致 治宜补虚泄浊 启 拟蔑仙益血减毒汤
,

方中

黄蔑
、

仙鹤草益气升清为君药 法半夏
、

陈皮泄浊和

胃为臣药
。

君臣合力
,

清气盛而上升
,

则浊毒 自降
,

又且升降相 因
,

清升浊 降
,

中焦气机自能复常
。

竹

茹
、

石韦为佐药 北疗药物可视 为外来毒邪
,

二药助

臣药泄浊排毒
,

以解获病之原 ; 砂仁芳香开胃
、

化湿

祛浊 是为佐药 ; 大枣甘缓 和中
,

又可健脾 养血
,

助

黄蔑益 气生血 之功
,

为使 药
。

全 方 共行 益 气 以生

血
、

化浊以复 中焦运化 之功
。

临床实践表 明
,

于化

疗期间服用本方
,

可减轻 乃至消 除毒 副作 用 ; 于化

疗前用药
,

可起到 良好 的预防作用
。

舌苔厚腻
、

大

便洁者
,

加 白范仁
、

慧故仁 ; 贫血 者
,

加 丹参
、

鸡血

藤
、

构祀子 ; 少 气懒 言
、

四肢酸 软者
,

加人参
、

黄精
。

放疗后 出现 口干咽燥
,

口苦
,

欲饮凉水
,

神疲乏力
,

纳差 启细胞减少
,

舌暗红 少苔
,

脉细 数者
,

刘老认

为是毒损气阴所致
,

治 当益 气养阴解毒
,

方用沙参

麦冬汤加味
,

药用沙参
、

麦冬
、

西洋参
、

石解
、

淮 山
、

扁豆
、

黄精
、

大枣
、

莲子
、

构祀
、

旱莲草
、

臭牡丹
、

蛇舌

草
、

山碴
、

麦芽等味
。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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