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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生活的飞速发展，社会竞争的加剧，男科疾病的

发病率正在呈上升趋势，男性不育、前列腺炎、阳痿等问题更

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男性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

考虑到男科临床工作开展的特殊性、患者隐私、焦虑心态等问

题，更需要医者对于诊治过程中进行由内而外的管理和掌控。
因此，在临床诊治的过程中，对患者提供的有效信息进行正确

管理，合理认识，借助相关手段，提出相对完善的评估策略，

这种强调“管理”的思路对于临床诊治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有意

义的。
至于男科临证组方用药思路中，亦是对“管理思想”的重

要反馈和内在体现，其中又与古代兵法不谋而合。而将管理与

兵法的思想用于临证恰似古人云：“以道御术，内圣外王。”
因此男科临证，组方用药辨阴阳水火之道，深明病之刚柔变化

之势，而后长于捭阖阴阳之治法，辨证求因识矛盾对立之统

一，辨病处方采中西医之所长，古方今用，经方新用，用药如

用兵。现结合兵法思想，对男科临证组方用药思路介绍如下，

以飨同道。
1 “远交近攻”治不育

“远交近攻”出自 《三十六计》 中的第二十三计，曰：

“形禁势格，利从近取，害以远隔，上火下泽。”[1]本质上是一

种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之策，循序渐进，善于择敌，避免四面

树敌和两线作战而从中谋取最大利益的方略。其中暗含的中医

临证处方思路，即“近”则先抓关键之症，缓解其症状，

“远”则固本培元，徐徐图之。
而男性不育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又以免疫性不育的治疗

颇为棘手。免疫性不育是因男性自身对抗精子的自身免疫反应

所引起的不育，是基于精子作为抗原，在男性体内激发引起免

疫反应[2]。若伴有泌尿系感染史或有明确感染临床指征的不育

患者，如支原体或衣原体感染，应当先消其炎症，避免局部免

疫反应，而引起夫妻之间泌尿生殖器的交叉感染，采用联合敏

感抗生素如多西环素等共同治疗[3]。待炎症消除，忧患已解，

再提高其精浆免疫抑制活性，增进其免疫功能，有事半功倍之

效，此为“近攻”之意。
而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变快，压力增大，求子之心更切，现

代研究亦表明心理紧张对生育已造成干扰[4]，故临证当缓解其

心理压力，调控其紧张的心理因素；与此同时提高机体免疫

力，可用经方小柴胡汤合当归芍药散化裁，此便为“远交”
之意。小柴胡汤疏肝解郁，抗抑郁疗效早有共识，而通过对

小柴胡汤的免疫药理学研究，发现其对吞噬细胞、T 细胞、
B 细胞、NK细胞均有促进作用，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5]。而

当归芍药散因具活血化瘀的功效，最初用于妇科疾患，然男

科临证中亦将其有所发挥，近代药理亦表明当归芍药散对神

经免疫和内分泌系统都具有调节作用 [6]。用方在小柴胡汤合

当归芍药散的基础上随症化裁，方中以柴胡、半夏为君，升

降相因，而具祛邪外出之功；芍药、当归、川芎、养血活血

以柔肝，黄芩、干姜寒热并用共为臣药；泽泻、白术、茯

苓健脾，调肝，缓急；党参、大枣、甘草合用补中益气。
若遇湿热偏盛者，加徐长卿、虎杖二味，清热利湿，抗炎

消菌，且二者相配辛苦合用，更具免疫调节之效，更应远

交近攻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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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药组合变化的临证诊疗中，可收到较好疗效。并以不育、前列腺炎、阳痿为例，阐述其方药组合加减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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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围魏救赵”治疗前列腺炎

“围魏救赵”之计在《三十六计》中的原文为：“共敌不

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7]意指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趋

利避害，机动歼敌，避实就虚，从而实现“救赵”的终极目

标。慢前列腺炎在中医学中属“淋浊”“精浊”范畴，虽病因

复杂，不外乎本虚标实，其中多以湿热毒蕴、气滞血瘀、气虚

不足较为常见，症见尿急、尿痛、尿频，尿道灼热之象等。
在此以湿热毒蕴型为例。古人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

其锋，如导流；弱者塞其虚，如筑堰。”[8]因湿热毒蕴而致之

前列腺炎，病长绵延及数年，常伴有尿频、尿急、尿痛，灼热

之感，且会阴、睾丸处伴有坠胀疼痛，更有甚者小便后尿道有

白浊溢出。虽具有尿频、急、痛之症候，然此时若盲目出击，

去其邪实，敌强我弱，恐更伤正气，致后防空虚，不堪设想。
故今湿热毒蕴，湿与热合，热与毒结，邪正盛而正势衰，当以

“围魏救赵”之策，分而治之，避其邪实之锋芒，而就其虚，

即可采用“分消走泄”之法，令湿与热分，热与毒离，各个击

破。诚如叶天士云：“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

矣。”[9]因此针对湿热毒蕴型之前列腺炎，以四妙散合当归贝

母苦参丸化裁而治，全方共为黄柏、牛膝、苍术、薏苡仁、当

归、浙贝母、苦参之属，所用药物皆以流气、辛散、渗利等阳

性动散之品为主。方中君以黄柏清热燥湿；苍术燥湿健脾为

臣，牛膝补肝肾、活血通经，兼可引药下行，当归养血活血润

燥亦为臣药；苦参清热利湿，除热结，生薏仁渗湿泄浊，导湿

热从小便而出为佐药，浙贝母利肺气而解郁结。诸药合用，共

奏清热利湿、养血活血之功效。若见有体胖而肺气不畅者，常

配以柴胡与桔梗，与浙贝母合用以畅达肺气，使之通调水道，

令湿热从膀胱而出，此为宣肺；而见气滞者，辅以法半夏、厚

朴，旨在于调畅中焦气机之升降，令水湿不滞而出，此为畅

中；亦常加茯苓与薏苡仁合用，旨在淡渗令湿邪从小便而出，

此为渗下；再以贯众、连翘合用清热解毒，令邪而正安。若见

有会阴部刺痛明显，舌质暗等瘀血之象，少佐威灵仙、乌药等

活血化瘀之品，令路通而人和矣。
3 “兵非益多”治阳痿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致、取人而已。”
语出《孙子兵法·行军篇》，言明行军打仗不在于兵力越多越

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集中兵力、判明敌情，取得部下的信

任和支持，足矣。至于阳痿一症，勃起功能障碍，是指在企图

性交时，阴茎勃起硬度不足于插入阴道，或阴茎勃起硬度维持

时间不足于完成满意的性生活。今临床医家治疗阳痿喜用大

方，少则一二十味，多达三四十味，其间多以补肾壮阳药为

主，然效果甚微。
“兵非益多”告诫我们用药之际，非以量多而取胜，而志

于根本，即抓其病因病机，辨清寒热虚实。阳痿之证，病因虽

繁多，历代医家多从脏腑病机、气血津液入手。现今学者在总

结前人的基础上，并结合现代人久坐少动，郁结多思的生活状

态，妙用经方四逆散化裁，治疗因阳气郁闭而致阳痿[10]。此方

药乃四味，皆属寻常，仲景本用于治疗阳郁厥逆之症，今人多

有发微，扩展其作用，用于阳痿此症，亦是治验妙绝。若伴有

阳虚见血滞，常与当归芍药散合用。在此以四逆散散合当归芍

药散为例，其病因病机为阳气虚于下，血、水、气郁滞，阳气

不达[11]。方中以当归、白芍为君养血活血；茯苓、苍术，燥湿

渗湿为臣；柴胡、枳实，升降相因，散敛合用共助理气调血解

郁之功，泽泻、川芎淡渗利湿，调血郁共为佐药；甘草一味，

调和诸药。该方疏肝解郁，理气活血，调和肝脾，通达郁阳。
除此之外，阳痿病中，有一类属于精神性阳痿又称心因性阳

痿，乃因精神性因素所引起，可伴有相关精神症状，如焦急、
忧虑、抑郁、精神不振等，治疗时多以“心病还须心药治”，
即心理治疗。相关研究表明，解除精神不良因素，缓解其心理

压力是治疗精神性阳痿首要方法。因此兵实非益多也，三言两

语亦为治病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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