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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疸从血分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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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篇的学习及前人相关文献的复习%领悟到&湿'为黄疸致病之因%&血分'是黄疸病

位之所在%湿瘀血分是黄疸病机之关键%祛湿活血为黄疸病之重要治疗方法(

关键词!黄疸)湿)血分)祛湿活血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黄疸是指以身黄$目黄$尿黄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病变%

&金匮要略'根据黄疸发生的原因和临床表现将黄疸分为谷

疸$酒疸$女劳疸$黑疸等(其性有湿胜$热胜$湿热俱胜之分(

其治疗虽有解表$清利$润燥$逐瘀$健脾等不同方法(但总以

清利湿邪为重点% &金匮要略'对黄疸的证治论述有 ## 条(

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黄疸病脉证并治(同时也是对&素

问'$&灵枢'有关黄疸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通过对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篇的学习以及对前人文献的复

习(领悟到黄疸虽由湿邪所致(有偏热偏寒之异(有阴黄阳黄

之分(然其病位深达血分(湿入于血分(湿瘀血分是黄疸形成

的基本病机%

"!"湿#是黄疸致病之因

关于黄疸的病因病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从五行配

属的角度指出黄疸的发生与湿邪有关*+其在天为湿(在地为

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观察记载了+溽暑至(大雨时行(寒热互至,及+溽暑湿热相

搏,等时令气候的变化可以导致黄疸% 仲景更是在&金匮要

略)黄疸病脉证并治'明确提出黄从湿得*+病黄疸(发热烦

喘(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 然黄家所

得(从湿得之%,讲述湿热内侵(久郁化热(湿热滋生黄疸% 仲

景在&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中进一步将湿邪所致发

黄(分成寒湿和湿热两大类*+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

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

能解黄%,+若湿不得下泄(热不得外越(则湿与热合(发为湿

热黄疸(,+但头汗出(齐颈而还(余处无汗(小便不利(身必发

黄%,可见湿热$寒湿均可致黄疸(湿之由来(吴鞠通谓*+内不

能运水谷之湿(外复感时令之湿%,湿可由脾不健运而生(亦

可外感湿邪所致% +湿,乃黄疸致病之主因%

#!"血分#是黄疸病位之所在

仲景在&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开篇第一条

论述黄疸病的发病机制指出*+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

则为痹% 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这条条

文言简意赅(不仅指出了黄疸病的主要病变脏腑(还指出了

湿热痹郁脾胃气机(邪热+瘀,结于血(导致湿热发黄的病机%

据此(进一步对谷疸$酒疸$女劳疸$黑疸的病因病机进行了

论述(认为谷疽+趺阳脉紧而数,(+风寒相搏,(+阴被其寒(

热流膀胱以+紧脉,示寒湿所伤(以+风寒,示湿热相搏(以

+阴,示太阴脾寒生湿(湿热下注膀胱"认为酒疸*+必小便不

利(,以症状示湿热蕴阻于内"认为女劳疸+额上黑(微汗出(

手足中热,$+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 ,(提示女劳疸因之房劳

伤肾(血瘀湿滞"认为黑疸因+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 ,(+脉

浮弱,(提示因酒疸下之不当(导致湿热内陷(湿热有上攻之

势(最后仲景总括各种黄疸之原因(提出+然黄家所得(从湿

得之%,说明黄疸与湿邪密切相关(可谓无湿不黄(正如&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所云*+湿热相搏,$+民病黄瘴,%

从病理角度看(卫分证$气分证多属人体功能活动的障

碍(其病位浅$病变相对较轻(故统称为+气分病,(营分证$血

分证多属人体有形物质的耗伤(其病位深$病变相对较重(统

称为+血分病,% 黄疸一病因湿所致(然其病位之浅深$病情

之轻重(究属哪一阶段(早在&灵枢)论疾诊尺篇'中即已指

出*+诊血脉者,(+寒热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

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 &伤寒论'第

""" 条也指出*+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用相熏灼(其身发

黄%,据此可知(黄疸的直接病因是湿邪(湿热或寒湿影响人

体的血液运行(伤及于血分而致发黄(只有血分出现了+血气

流溢,才可能引致黄疸% &诸病源候论)因黄发血候'也指

出*+气盛故发黄而动热(故因名为发血%,&三因极-病证方

论'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五疸唯酒疸变证最多,(+有大热

毒(渗人百脉为病,% 这些论述均表明黄疸的主要原因是湿

入血分(其病位正如当代名医关幼波所云*+黄疸一病(病在

百脉%,百脉乃血运之所%

'!湿瘀血分是黄疸之病机

黄疸的病因是与湿密切相关的(其病位深达血分(故病

机的关键是在血分的瘀滞% &灵枢)论疾诊尺篇'首先提出黄

疸+脉小而涩,(以涩脉标示了血脉不畅$血脉瘀滞的病理机

制% &伤寒论'第 #'& 条也明确地提出(阳明病+但头汗出(身

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

发黄(茵陈蒿汤主之,表明黄疸的病机是+瘀热在里,(故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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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利湿退黄之方治之% &金匮要略'黄疸篇第一条中则明

确指出*+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一个+瘀,字明确

了黄疸因湿深入血分而致瘀的病机% 唐容川&金匮要略浅注

补正'指出*+一个瘀字(便见黄皆发于血分也(凡气分之热不

得称瘀(小便黄赤短涩而不发黄者多矣,% +故必血分湿热乃

发黄也%,对仲景条文中黄疸的病位病机做了进一步阐释%

程国彭&医学心悟'也指出*+瘀血发黄(亦湿热所致(瘀血与

积热熏蒸(故见黄色也 %,提出了湿热相争(灼耗血中津液而

为瘀(瘀而发黄的病机% 卫气营血辨证的首倡者叶天士在

&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阳黄之作(湿从火化(瘀热在里(

胆热液泄(与胃之浊气共并(上不得越(下不得泄(熏蒸遏郁(

侵于肺则身目俱黄(热流膀胱(溺色为之变赤(黄如橘子色%,

张璐&张氏医通'中则谓*+诸黄虽多湿热(然经脉久病(无不

瘀血阻滞%,进一步就久病入络(深入血分而致瘀血的病机加

以辨析% 从前人诸多论述中不难看出(黄疸一病(不论湿热

还是寒湿致病(其病位深达血分(病机的关键是+瘀,(正如秦

伯未先生在&谦斋医学讲稿'论及肝病时所概括的+其始在

气(继则及血,(在气则为湿为热为郁(在血则为滞为瘀而发

黄%

*!祛湿活血是黄疸之治

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对黄疸治疗的法则与方剂

看(以清热利湿$活血祛瘀的茵陈蒿汤为代表(如&伤寒论'第

#'& 条指出*+小便不利..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伤

寒论'第 #&% 条指出*+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

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

治'也指出*+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

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金匮要略'同一篇也指出*

+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从方药性能分析看(茵陈可清热

利胆(健脾祛湿(为治黄要药(同时还具活血祛瘀之功(&别

录'谓其可治+通身发黄$便不利,% 栀子可清利三焦之火

热(利肝胆之湿热(并可入于血分(活血消肿(&药性本草'谓

其+解五种黄疸(利五淋(通小便%, &伤寒溯源集'认为其不

仅可+除湿热黄疸,(且+更入血分,治疗血分病% 大黄攻瘀

破结(泻火凉血(并可活血祛瘀$荡涤瘀血% 三药相合(功在

活血凉血(清利血分之湿浊(通利小便% 治黄除茵陈蒿汤外(

仲景还列举了酒疸用栀子大黄汤清利血中之湿毒(黄疸发热

用栀子柏皮汤清热去湿(瘀血湿热黑疸用硝石矾石散消瘀化

湿% 此外还有小建中汤$桂枝加黄芪汤$大黄硝石汤$小半夏

汤$柴胡汤等针对不同的发黄而辨证施治% 在辨证的前提

下(以祛湿活血的茵陈蒿汤为其治疗主体加减变化(正如肝

病专家关幼波根据仲景+瘀热以行,的理论指导提出+治黄

先治血(血行黄易却,的治黄思想(认为治疗黄疸必然要从治

血入手(亦即在清热祛湿的基础上(加用活血药物%

)!现代研究黄疸与血瘀有关

在临床上许多疾病都可引起黄疸(如病毒性肝炎$肝硬

化$胆囊炎$胆石症等均可出现黄疸见证(但总的来说可分为

溶血性黄疸$肝细胞性黄疸$阻塞性黄疸$胆红质代谢缺陷性

黄疸四种(但都是因为胆红素在血液中含量增多所造成的(

另外(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黄疸多瘀证与现代医学急慢性肝

炎的血液流变学异常及肝脏微循环障碍相吻合% 在各种原

因引起的慢性肝炎都具有肝细胞炎症$坏死和纤维化的特

征% 血瘀表现在慢性肝炎$肝硬变的病理上就是肝纤维化的

形成(以及微循环障碍% 活血化瘀药具有减轻肝细胞变性$

坏死 (保护肝细胞(改善肝细胞微循环及抗纤维化作用(某

些活血化瘀药尚有抗病毒作用/"0

%

另外(已有大量的临床研究报道治疗黄疸时加入活血化

瘀的药物比单纯使用保肝药或清热利湿解毒药疗效好(+治

黄活血,的思想在临床也得到了证实% 因此(活血化瘀在治

疗黄疸病中有重要的作用/#('0

&!临证举隅

张某(男('' 岁(农民% +因身$目$小便中度黄染 ") 天,

于 #%%- 年 * 月 #& 日就诊% 病史*患者半月前因过度劳累出

现皮肤$目睛$小便黄染(伴纳差$乏力$腹胀(当地诊所予以

吗叮啉等治疗效果欠佳% 身$目$小便黄染逐渐加重% 既往

有乙肝病史(肝功能一直正常% 就诊时症见*身$目$小便中

度黄染(纳差乏力(腹胀(口粘(厌油腻(大便溏(舌暗苔白边

有痕$脉细弦稍数% 肝功能*./01-&

!

23451(6/01*7

!

2345

1(+1."7# 851(+9."*) 851% 乙肝 ) 项中 :/;+<! =#$

:/>+<! =#$:/?+@! =#% 甲肝抗体! A#$戊肝抗体 ! A#%

本例为慢性乙型肝炎病人(证属黄疸湿浊内瘀(治以清肝凉

血(活血利湿% 方选茵陈蒿汤加减*茵陈 *% <(栀子 & <(蒲公

英 "% <(连翘 "% <(生地 "% <(丹参 #% <(泽兰 "# <(茜 草 ")

<(泽泻 "% <(醋柴胡 "% <(广郁金 "% <(土茯苓 ") <(生薏苡

仁 ") <("% 剂症减(守方加减调理 #% 天后查 +1."%" 851(

+9.)& 851(./B1'"$#

!

23451(6/01#-$)

!

23451继续调

治(以期巩固% 方中用茵陈蒿汤为主活血利湿$清利血分(加

用蒲公蒲英$连翘$土茯苓加强清利解毒之力(用丹参$泽兰$

茜草以凉血活血(柴胡$郁金疏利肝胆之气(生薏苡仁$泽泻

健脾利湿(给邪以出路%

-!结语

&金匮要略'中一个+瘀,字点出了黄疸病位与病机的关

键所在%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黄疸有隐性$显性之分(可分为

溶血性黄疸$肝细胞性黄疸$阻塞性黄疸$胆红素代谢功能缺

陷$假性黄疸等(均可导致血清中胆红素增高(而采用活血利

湿之法可以改善微循环$减少肝细胞损害$改善微细血管通

透性(有利于血清中胆红素的结合与排泄(加快黄疸的消退%

从&金匮要略'对黄疸的论述到后世各家对黄疸的病因病机

认识看(湿为黄疸致病之因(血分是黄疸病位之所在(而血分

之瘀则是黄疸的病机关键(故治疗上祛湿活血成为黄疸病治

疗中重要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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