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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仲景化瘀之法的用药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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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仲景!化瘀法!用药特点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对于血瘀证#$内经%曾论及其病因病机和治疗

原则#仲景发$内经%未尽之意#集东汉以前医学之

大成#在$伤寒杂病论%中首提&瘀血'( &蓄血'证

名#并运用化瘀之法治疗内外妇科等多种疾病#为后

世治疗血瘀证开辟了道路)

&瘀血'最早见于$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

满瘀血病脉证并治第十六%篇+&病人胸满#唇痿舌

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

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病者如热状#烦满#

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

之') &蓄血'则见于$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

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

抵当汤下之)' &蓄血'即为瘀血停留之意) 仲景详

细论述了瘀血(蓄血的证治) 纵观仲景运用化瘀之

法的遣方用药#法度严谨(配伍巧妙#至今仍有效地

应用于临床) 笔者就个人窥管之见#将仲景化瘀之

法的配伍特点略述如下+

%!破血与逐瘀相配

仲景依据$内经%的治疗原则#针对邪实证候#

往往集峻猛攻邪药于一方之中#急速攻邪#以达实邪

去而正不伤之目的) 如$伤寒论%之蓄血#其证轻

者#治用活血化瘀的桃核承气汤,其证重者#前方活

血化瘀犹嫌不足#仲景则采用破血逐瘀的抵当汤#该

方用虫类搜剔的水蛭(虻虫为主#直入血络#逐恶血#

破瘀积#配伍大黄(桃仁泻热逐瘀#开瘀热之出路)

如此破血与逐瘀相配#使化瘀力量倍增#成为破血逐

瘀之峻剂)

"!理气与化瘀相配

仲景非常注重气血并调之法#治疗瘀血证虽以

活血化瘀药为主#亦常配伍行气理气之品#寓行气于

活血化瘀之中#气分无病#则瘀血易除) 如在$金匮

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中#治血痹&黄芪桂

枝五物汤主之') 方中用黄芪益卫气#桂枝温经通

脉以行血#芍药养血和营卫而除血痹#生姜(大枣调

和营卫) 强调血瘀应注重理气#气得宣畅#则血可

行#而不可专治其血) 再如宣通气血之枳实芍药散#

即以枳实烧黑入血分#以行血中之气(破气行滞#芍

药和血益营,治金疮血瘀肿痛之王不留行散#以王不

留行(蒴鑋细叶化瘀通络止痛#厚朴行气滞以助血

行) 另如旋覆花汤之旋覆花配新绛#鳖甲煎丸之大

黄(虫(桃仁等配柴胡(厚朴#均取意气行则血行)

+!泻热与逐瘀相配

仲景针对瘀热里实之证#提出&瘀热在里'#&下

血乃愈'#其证治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妇人

产后病脉证并治%篇中均有论述) 如用于治疗产后

瘀热内结胞宫的下瘀血汤#为临床治疗产后瘀血腹

痛的常用方) 方中大黄泻热荡逐瘀血,桃仁活血化

瘀,虫逐瘀通络) 三味相合#破血之力颇猛) 用蜜

为丸#是缓其性而不使骤发#酒煎是取其汁入血分)

'!利水与祛瘀相配

津液在脉络内外相互渗透是维持津血代谢平衡

的必要方式#$灵枢*邪客%篇云+&营气者#泌其津

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津液与血同源而异类#功

能相似) 若津液不布#化为水湿#阻遏气机#挤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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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寒热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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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伤寒论!寒热!辨析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寒热作为辨别疾病性质的纲领#与阴阳(表里(

虚实辨证纲领相辅相成) 寒热既为症状#又为证名)

张仲景继承和创新了$内经%的寒热证治理论#$伤

寒论%六经辨寒热#能够判断疾病的病性(正气的强

弱并指导临床用药) 在六经病中#三阳病多热证#三

阴病多寒证#但也有变例) $伤寒论%依据寒热属性

各自不同的证候特点#又分为不同形式的寒证(热证

及寒热错杂证) 归纳起来有+寒热位置(寒热错杂(

寒热真假(寒热先后(寒热转化(寒热独存(寒热证

型(寒热多少(寒热消长) 现将其证治规律分述如

下+

%!辨寒证热证

%)%!寒热位置辨!六经病证中#寒热可以分别出现

在上下表里内外不同部位#比如有表寒里热(表热里

寒#里寒外热(上热下寒) 寒热的表现还与脏腑(组

织器官有关#如胃热脾寒(在皮肤或骨髓)

表寒里热证见原文第 +$(+- 条大青龙汤证及第

". 条桂枝二越婢一汤证#前者证重#后者证轻#治宜

解表清里,表热里寒证见第 ""& 条#内寒外热证见第

+$-(+%.(+.# 条等) 上热下寒证见胸膈有热(中焦

有寒的栀子干姜汤证#胃热脾寒的黄连汤证和干姜

黄芩黄连人参汤证#胃中寒(膈上热的乌梅丸证#正

虚邪陷(阳郁不伸(阴阳错杂(寒热兼见之麻黄升麻

汤证#治宜清上温下)

%)"!寒热错杂辨!寒热错杂之痞证见三泻心汤证#

如半夏泻心汤证的呕利痞(生姜泻心汤证的水饮食

滞痞(甘草泻心汤证的胃虚痞利俱甚#三证均为寒热

错杂#脾胃虚弱#气机壅滞) 治宜辛开苦降#和中消

痞)

%)+!寒热真假辨!在外感病极期阶段#易出现寒极

似热(热极似寒之象) 如第 %% 条&病人身大热#反

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

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就是根据寒热在

皮肤或骨髓及病人的喜恶来辨别寒热的真假) 又如

真寒假热的阴盛格阳证见通脉四逆汤证,真寒假热

的阴盛戴阳证见白通汤或白通加猪胆汁汤证,少阴

病四逆汤证#当以无热恶寒为主证#但原文中亦有真

寒假热之症#如原文第 ""& 条&表热里寒'(第 +&+

条&热不去'(第 +.. 条&身有微热'(第 +$$ 条&发热

恶寒'(第 +$- 条&内寒外热'#均为阴盛于内#阳亡

于外#故用四逆汤回阳救逆) 因此有人认为四逆汤

主治阴盛格阳的轻证#因为与通脉四逆汤药量有轻

重之分!生附子大者一枚 干姜三两为加倍") 寒热

真假证的治法要治其真#弃其假

%%%%%%%%%%%%%%%%%%%%%%%%%%%%%%%%%%%%%%%%%%%%%%

)

道#可使血行不畅) 若血行不利#脉络瘀滞#水积脉

中而外渗#使水气凝聚#或泛滥为患#此即仲景所谓

&血不利则为水'#故其主张治瘀须治水#在所创祛

瘀方剂中常配伍祛湿利水之品) 如治血与水俱结于

血室之大黄甘遂汤#方中以大黄破血逐瘀#甘遂攻逐

水饮#伍以阿胶养血#防止破利伤正) 又如蒲灰散中

的蒲灰与滑石#桂枝茯苓丸中的桃仁(牡丹皮(茯苓

等#皆为活血与治水并举之范例)

综上所述#仲景运用化瘀之法#遣方用药善用虫

类药物搜剔通络逐瘀#又常佐以扶正之品#使祛瘀而

不伤正,活血化瘀宜渐消缓散#避免峻攻猛破,伍以

理气之品#使气行则血行,兼以祛湿利水#以期血水

同治) 可见仲景治疗血证井然有序#用药精当#对指

导我们临床遣方用药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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