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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思教授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

任医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国家重点学科中医骨伤科学学术带

头人，历届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第

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广州

中医药大学重点学科优秀学科带头人。从事骨科临床、教学

50 多年，对老年人骨质疏松症、腰腿痛、四肢骨折等骨科疾

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笔者有幸跟随刘教授出诊，现将刘教

授治疗腰痛病的用药经验总结如下。
1 补肾壮骨，宜用补骨脂、杜仲、淫羊藿、菟丝子

岑某，男，55 岁，2015 年 9 月 7 日初诊。主诉：腰背部

酸痛伴活动不利 8 月，加重 1 周。病史：患者 8 月前无明显

诱因出现腰背部酸胀不适，遇寒、劳累后加重，休息后缓解，

平素怕冷，不耐风寒，夜晚四肢冰冷，夜尿多(每晚 3～4 次)。
曾多次经医院治疗，疗效欠佳，症状反复。症见：痛苦面容，

肥胖体质，四肢不温，舌淡白苔滑，脉弱而无力。专科检查：

腰背部局部压痛(+)，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局部肌肉紧张，腰

椎活动轻度受限，双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加强实验(- )，4
字实验(- )，双下肢肌力 5 级，病理反射未引出。腰椎正侧位

X线片：腰椎退行性变。中医诊断：腰痛(脾肾阳虚)，治疗以

补肾壮骨，温阳通络为主。选用自拟脾肾阳虚方，处方：补骨

脂、菟丝子、白芍、大枣、丹参各 15 g，淫羊藿、杜仲、独

活、牛膝、熟地黄各 10 g，甘草 5 g。每天 1 剂，水煎服，连

服 7 剂。2015 年 9 月 14 日复诊：患者诉腰痛明显缓解，其

它症状较前好转。继续服用上方 14 剂，嘱其保暖，避风寒，

洁饮食，适当锻炼腰背部肌肉。随访 2 月，未复发。
按：刘教授认为，脾肾阳虚，阳虚则无力运化水谷精微，

无力温煦机体，水谷不化则精血无以化生，气虚血瘀，“不通

则痛”；筋络不营，“不荣则痛”，故肾虚发为腰痛。肾阳虚，

温煦作用减弱，故四肢冰凉，夜尿频多。疼痛遇寒加重，舌淡

白苔滑，脉弱而无力为脾肾阳虚之象，加之久病者必有瘀，治

疗当以补肾壮骨、活血通络为法。方中以补骨脂补肾壮骨为君

药；辅以淫羊藿、菟丝子、杜仲补助肾阳，熟地黄、白芍补益

精血共为臣药；配丹参、牛膝活血通络，独活祛风湿共为佐

药；再以大枣调中和胃，甘草调和药性为使药。全方体现了中

医学“善补阳者必须阴中求阳”之涵义，温而不燥，补而不

滞，选药精当，力有所专。刘教授认为，补骨脂，味苦辛，性

温，善温补脾肾之阳，能行、能补、能泄，补而不滞，行而不

散，补攻合为一体，适合老年人不耐攻伐之体质；杜仲，味甘

性温，善治腰膝酸痛、脚足拘挛，温而不燥，甘而不腻，补肾

兼能驱邪；菟丝子，温补脾肾肝，性平，补而不峻，温而不

燥，虚可以补，实可以利，寒可以温，热可以凉，为补脾肾肝

三经之要药；淫羊藿，辛、甘、温，补肾壮阳，强筋骨，强心

力，善治一切冷风劳气。
2 活血化瘀通络，宜用赤芍、土鳖虫、丹参、川芎

李某，女，39 岁，2015 年 4 月 6 日初诊。主诉：外伤致

腰背部疼痛，活动受限半月余。病史：患者半月前搬重物不慎

扭伤腰部，当即出现腰背部疼痛，屈伸不能，在家自行涂擦跌

打油，症状未见好转，反而加重，腰部活动不利，彻夜未眠。
曾求治于多家医院，未见好转，症见：舌紫暗、苔薄白，舌底

脉络瘀紫，脉涩。专科检查：腰背部局部肿胀，压痛(+)，腰

椎屈伸活动受限，双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 )，加强实验 (- )，
双下肢肌力正常，病理反射未引出。腰椎正侧位 X线片示：

腰椎未见骨折迹象。中医诊断：腰痛(气滞血瘀)，治以行气

活血、祛瘀止痛。选用自拟腰痛二方。处方：丹参、黄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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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白芍、赤芍、川芎、柴胡、川楝子、鸡血藤、土鳖虫各

10 g，三七、甘草各 5 g。每天 1 剂，水煎服，连服 7 剂。
2015 年 4 月 13 日复诊：患者诉腰痛明显缓解，继续服用上

方 7 剂。嘱其注意保暖，避外力、劳伤，清淡饮食，适当锻

炼腰背部肌肉。
按：《内经》曰：“人之所有者，气与血耳”，气滞则血

瘀，血瘀也能造成气机不畅，瘀乃是一切痛证的根本，无论是

新伤还是旧伤，关节僵硬还是关节不利，均是由瘀作祟，万痛

不离瘀。此患者因扭伤致局部筋络受损，血溢脉外，气机不

畅，瘀而血不通，“不通则痛”，故觉腰痛；瘀为阴邪，夜间

阳气渐退，阴气渐升，故夜重日轻；外力致筋络受损，血瘀气

阻，故腰部活动受限；舌苔暗紫，舌底脉络瘀紫，脉涩为气滞

血瘀之象。方中重用丹参、赤芍、川芎为君药，活血化瘀；辅

以柴胡、川楝子理气机，三七、鸡血藤祛瘀生新，土鳖虫破血

散血续筋骨共为臣药；黄芪益气养血，白芍、甘草柔肝止痛，

又能制约众药之性燥为佐药；全方驱邪而不忘扶正，扶正不碍

驱邪。正所谓久瘀必有热，赤芍善除热中之瘀，血分之热，行

血凉血，散肝经之郁热；丹参，活血养血通经，祛瘀生新，行

而不散，攻守有度，善治腰脊强、脚痹、痛痹；土鳖虫，性走

窜，破血，续筋骨，有发有收，善治筋骨并伤、血瘀不出、屈

伸不利，为伤科要药；川芎，为血中气药，气血双调，善治

风，补五劳，壮筋骨，破宿血，养新血。
3 虚损劳伤，宜攻补兼施，用牛膝、桑寄生

王某，女，63 岁，2015 年 6 月 8 日初诊。主诉：腰背部

酸痛 5 年加重 7 天。病史：患者 5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腰

背部酸痛不适，后因跳广场舞不慎扭伤，疼痛加重，到医院求

治，给予消炎止痛等对症处理，症状稍缓解，之后反复，时轻

时重，多次门诊求治无果。近来腰痛加重，转侧不能，彻夜难

眠，口渴，饮不多，纳食差，二便正常，口唇红紫，舌红、质

暗，脉弱。患者年轻时长期从事农田劳作，专科检查：腰 3、
4 横突旁压痛(+)，腰椎屈伸活动轻度受限，左右侧弯正常，双

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4 字实验(- )，双下肢肌力 5 级，双下

肢感觉、血运、活动可，病理反射未引出。腰椎正侧位 X线

片示：腰椎退行性变。中医诊断：腰痛(肝肾亏虚)，治疗以补

益肝肾，活血通络。选用自拟腰痛一方。处方：杜仲、菟丝

子、桑寄生、宽筋藤、牡丹皮、赤芍、知母、牛膝各 10 g，

五味子、桂枝、甘草各 5 g。每天 1 剂，水煎服，连服 7 剂。
2015 年 6 月 15 日复诊：患者诉腰痛明显缓解，其它症状较

前好转，继续服用上方 14 剂。嘱其保暖、避风寒、防劳伤，

适当行腰背部肌肉锻炼。
按：刘教授认为腰痛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多因

多果的难治性疾病。其特点是病程长，反复发作，急性和慢性

病情交错，缠绵不断，因而造成治疗上的困难，尤其是瘀与损

交替错杂，常因气候突变、外力等加重病情，致急性发作。此

患者因长期从事农田劳作，日积月累致腰部劳损，随着年龄的

增大，机能逐渐衰退，肝肾亏虚，筋骨松弛不用，外力容易致

伤，反反复复，病机交替，虚实夹杂，致病情缠绵，积久不

愈。用药上强调攻补兼施，扶正与驱邪并进，以“和”为宗

旨，抓住“平衡”这一尺度，以“调”为利器。
刘教授在治疗腰痛上，灵活运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强调从

虚、损、瘀三因论治。虚：腰为肾之府，其疾病的发生必然与

肾的盛衰及生理状态有极大的关系，随着年龄增长，首先表现

肾气衰疲，肾阳不足，易受外邪，特别是风寒湿的侵袭，致使

气血不畅，经脉壅滞，邪滞经络及筋骨，出现腰酸、背痛、腰

膝软弱无力等症状，缠绵难解。损：腰部是机体活动较为频繁

的部位，负重强度大，极易在劳动中损伤，积劳成疾，血脉经

络阻滞，经不通则痛，络不通则痹。瘀：瘀是一切痛证的根

本，无论是新伤还是旧伤、关节僵硬还是关节不利，均由瘀作

祟。刘教授对腰腿痛从虚、损、瘀三因论治，确有其独到之

处，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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