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医 2 0 1 4年 7月第 6 4卷第 7期

·

2 2 4
·

J O U RN A L O F N EW CI HN ES E M E I D CIN E Ju l y 2 0 1 V 4o
l 6 4N

o 7

从 《针灸大成
·

医案》 看杨继洲痰证辨治特色

朱仲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 20 13 级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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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十灸大成 ) 一书是明代靳贤在针灸家杨继洲家传 担生

针灸玄机秘要 ) 的基础上
,

又汇集了明以前有关针灸学的文献

资料而编成 1[] 。

其内卷九末附录有杨氏临证验案 3 3 则
,

所载

入者均是杨氏临证验案资料
,

内容包括对痢疾
、

便血
、

血厥
、

神志等疾病的证治
,

均能体现出杨 氏辨证之精确
,

选穴之精

当
,

取效之迅捷
。

其中有数则医案记载了杨氏对因痰邪所致疾

病的治疗经验
。

痰属内生之邪
,

有有形和无形
、

狭义和广义之

分
,

其为病则全身各处均可出现
,

无处不到
,

其临床表现亦十

分复杂
,

变化多端
,

可引起各种脏腑
、

经络疾病
,

故常有
“

百

病旨因痰作祟
”

之说
。

从杨氏医案中
,

总结挖掘其对痰证辨证

论治的经验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

笔者就以此为出发点
,

试做

一浅要的分析
。

纬十灸大成
·

杨氏医案》 中
,

有关痰证的辨治医案共有六

则
,

通过对此六则医案所述病症的总结分析
,

其致病之痰邪
,

有寒痰
、

热痰之别
。

所现之脉象多见沉滑或兼有六脉数大者
。

所现之病症因痰邪所在脏腑
、

经络之不同而表现各异
,

所载的

有因寒痰流注经络而致手臂不举
,

体困倦而背恶寒者 ; 因痰饮

结于皮里膜外而致结核内生
,

出现结核在臂如柿子
,

不红不痛

者 ; 因痰结肺经
,

不能疏散而致胸前突起者 ; 因痰邪作祟
,

蒙

蔽心窍
,

病久入经络而致痛症
,

手足牵引
,

眼黑目督者 ; 因痰

火炽盛
,

湿痰流注经络中所致手臂难伸展者 ; 因痰热郁肺
,

肺

失清肃而致咳嗽痰黄粘者等
。

医案体现出杨氏对痰证的辨治有

如下特色
。

1 重视脉诊
,

脉症合参

杨氏辨证重视脉诊价值
,

将其作为明证的关键团 ,

多根据

脉诊审病因
,

查病机
,

辨病位
,

对痰证的辨治亦是如此
。

如附

案中所记载
“

月泰柯山母患手臂不举
,

背恶寒而体倦困
,

虽盛暑

喜穿棉袄
, ’

一案
,

症现一派虚寒之象
,

莫怪
“

诸医俱作虚冷治

之
, ’ ,

俱无效验
。

而杨氏
“

诊其脉沉滑
” ,

舍症从脉
,

断其病证

当属
“

痰在经络
” ,

即
“

予针肺俞
、

曲池
、

三里穴
” ,

患者当日

即觉
“

身轻手举
,

寒亦不畏
,

棉袄不复着矣
” 。

此案获效如此

捷速
,

全赖杨氏临证能精思脉理
,

不惑于表象
,

审脉以求因
,

据脉以辨病位
,

辨证精当
,

据证选穴施针
,

故可收到俘鼓之

效
。

又如
“

奉旨诊徐阁老病
”

一案
,

杨氏诊得其六脉数大
,

据

脉而辨为
“

积热积痰
,

脾胃虚弱
” ,

立清热健脾化痰之法遣方

用药而愈
。

然杨氏辨证并不独偏重脉诊
,

亦重视其它诊法的意义
,

通

过四诊所得脉症合参以详辨病机
。

如
“

户部尚书王疏翁患痰火

炽盛
,

手臂难伸
”

一案
,

杨氏观其形体强壮
,

而考虑
“

多是痰

湿流注经络之中
” ,

此即于脉诊基础上
,

参合望诊所得
,

方得

精确之辨证
。

2 多法合用
,

标针本药

中医学治疗手段很多
,

各有所长
,

不可偏废
。

然而到了明

代末年
,

出现了崇尚药物而废弃针灸的倾向团 。

正如出资刻印

《针灸大成》 的赵文炳在序言中所说 :
“

迩来针法绝传
,

殊为

可惜 !’’ 但杨氏治疗痰证则多法合用
,

常针灸药并用
,

根据临

床实际情况选用针刺或者汤药
,

或兼用以施治
,

急则治标
,

缓

则治本
。

其治
“

月泰柯山母患手臂不举
, ’

案
,

即是针药并用
,

在

施以穴位针刺后
, “

又投以除湿化痰之剂
”

以调理其痰湿之体

质预防他疾
。 “

鸿肋吕小山患结核在臂
,

大如柿
,

不红不痛
” ,

杨氏据证认为
“

非药可愈
, ’

而予以针刺加艾灸治疗
。

从此两案

即可见一斑
。

漾问
·

标本病传论 ) 云 :
“

病发而不足
,

标而本之
,

先

治其标
,

后治其本 ; 谨察间甚
,

以意调之
,

间者并行
,

甚者独

行
。 ”

杨氏治疗痰邪病症
,

亦并非毫无选择地针灸药俱用
,

而

是根据具体病症的标本缓急情况来选用适当的方法予以治疗
。

通过综合分析其治疗痰证的几个病案
,

可知杨氏治疗痰证
,

标

急之证或因痰在经络而致的经络病症
,

多以针刺治之
。

若证属

寒痰固结
,

则再在针刺基础上配合艾灸 以温经散邪
,

温化寒

痰
,

待到标急之证得到缓解后
,

再具体辨证给予汤药以调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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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痰之体质来治其本
。

3 重视脾胃
,

治痰之源

漾问
·

经脉别论 ) 曰 :
“

饮入于胃
,

游溢精气
,

上输于

脾
,

脾气散精
,

上归于肺… …
”

强调了脾胃在津液的生成代谢

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

若脾胃运化失司
,

津液停聚或水谷精微

不能正常输布转化
,

均可聚湿生痰
,

正如张介宾在 《景岳全

书》 中所言 :
“

盖痰涎之化
,

本由水谷
,

使果脾强胃健
,

如少

壮者流
,

则随食随化
,

旨成血气
,

焉得留而为痰
。

惟其不能尽

化
,

而十留一二
,

则一二为痰矣 ; 十留三四
,

则三四为痰矣 ;

甚至流其七八
,

则但见血气日削
,

而痰涎日多矣… …
” 圈后世

亦有
“

脾胃为生痰之源
, ’

一说
。

杨氏治疗痰证亦循此理而多重

视调理脾胃功能
,

故用药上多选用健脾除湿化痰之剂
,

用针选

穴则多选用足三里
、

中院等穴
。

如治
“

锦衣张少泉公夫人患痛

症二十余载
”

一案
,

先取鸿尾
、

中院 以
“

快其脾胃
” ,

后又

“

以法制化痰健脾之药隔日与服
” ,

均能体现杨氏对生痰之本的

脾胃的重视
。

4 重特定穴
,

兼取局部

汉枢
·

九针十二原》 曰 :
“

知其要者
,

一言而终 ; 不知

其要
,

流散无穷
。 ”

杨氏亦在 《针灸大成
·

头不多灸策》 中强

调 :
“

不得其要
,

虽取穴之多
,

亦无以济之
,

苟得其要
,

则虽

会通之简
,

亦足以成功
。 ” 1[] 可见杨 氏临床选穴主张精少

,

在

其对痰证辨治的医案中
,

取穴最多者也仅为四穴
,

少则仅取一

穴而用
,

大多为针两三穴而应手取效者
。

治疗痰证选穴
,

杨

氏多选用既能起到局部治疗作用
,

又能符合病机治疗的穴

位
。

如
“

四川陈相公长孙
,

患胸前突起
”

案
,

既辨其病机为

痰结肺经
,

却未取肺经之穴
,

而取了 肾经的俞府
、

任脉的擅

中
,

即乃局部近取法
,

况肺主一身之气
,

擅中穴又称上气海
,

为一身宗气之会
,

故取之可鼓动宗气
,

宣畅肺脉之气
,

以消散

积聚之痰吼

除多选用具有局部治疗作用的脯穴外
,

杨氏取穴还喜用特

定穴
。

若痰在脏腑则多取门
、

海
、

俞
、

募穴
,

痰滞经络则多取

原
、

络
、

交
、

会穴
。

正如杨氏在注解 《标幽赋》 中云 :
“

此

言五脏六腑之有病
,

必取此门
、

海
、

俞
、

募之最微妙矣 … …

此言经络气血凝结不通者
,

必取此原
、

络
、

交
、

会之穴而刺

之
” 1[] 。

如
“

月泰柯山母患手臂不举
”

案
,

杨氏选用穴位为肺

俞
,

曲池
,

足三里 ;
“

四川陈相公长孙患胸前突起
”

案
,

选用

俞府
、

擅中
,

均可见其一斑
。

5 痰多实证
,

泻用六数

漾问
·

通评虚实论 ) 云 :
“

邪气盛则实
,

精气夺则虚
” ,

痰邪属内生病邪
,

停积体内则逐渐形成内伤实证
,

故治当泻其

实
,

正合 《灵枢
·

经月郝 所言 :
“

盛则泻之
,

虚者补之
”

之治

则
。

杨氏临证善用九六补泻之法
,

即以捻针次数决定补泻
,

补

用九阳数
,

泻用六阴数
。

古人认为
,

阳数奇属天为补
,

阴数偶

属地为泻
,

故补法用九数
,

泻法用六数
,

故治疗痰证杨氏多行

六阴数泻法以泻痰实
。

如
“

鸿肋吕小山患结核在臂
,

大如柿
,

不红不痛
”

案
,

杨 氏选用曲池穴
, “

行六阴数
” ,

以泻其皮里

膜外之痰实 ; 再如
“

四川陈相公长孙患胸前突起
, ’

案
,

亦选用

六阴数泻积聚之实痰
。

杨氏作为一位学验俱丰的临床大家
,

其对痰证的辨证治疗

经验值得后世继续总结学习
,

这对提高临床辨治痰证的疗效必

定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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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中医疑难病学术研讨会通知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 01 4 年工作要点要求
,

为了加强中医药治疗各种疑难病的学术交流和研讨
,

中国特色医疗学术研究会疑难病研究专

家委员会
、

中国医疗卫生信息网
、

北京聚 医杰医药科学研究院将联合主办本次会议
,

定于 2 01 4 年 9 月 23 日一 26 日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召开
,

特

征稿并通知如下 : 一
、

征稿范围 : 1
.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
、

痛风
、

风湿类风湿
、

不孕不育
、

肝病肾病等各种疑难病的临床经验或民间疗法 : 2
.

中医

药治疗疑难病的优势探讨和特色疗法 : 3
.

其他方面的经验
。

稿件需打印
,

限 2 0 00 字左右
,

并附 200 字以内作者简介
,

请发电子信箱 E朋 1:1

1 33 6印05 27 3创 63
.

co 叽 二
、

有关说明 : 1
.

本次会议将评选
“

全国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研究学术成果奖
” ,

凡近三年内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均可参

评
。

2
.

凡参会代表均可申报聘任
“

全国中医疑难病研究特约研究员
”

(发聘书) : 3
.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中医师或对疑难病研究有特长者可申请加

入
“

全国中医疑难病研究专家委员会
”

(发聘书)
。

4
.

参会者需交报名费 200 元
、

会务费 1 3 00 元
,

会期食宿及旅游统一安排
,

费用 自理
。

5
.

参会

者均发 《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经验荟彰
、

实用中医药验方 200 勤
、

《中医药治疗肝胆脾胃病经验荟彰 等书刊资料及纪念品
。

三
、

参会报名 :

请在 20 1 4 年 9 月 1 3 日前将参会报名费 2 00 元
、

本人二寸登记相片 (反面写姓名 )四张
、

论文 (无论文者也可报名)
、

各种聘任申请及个人技术简介

寄 : 北京市 100 03 --6 98 信箱 第二届全国疑难病会会务组叶续宗主任收 邮编 1 00 03 6 联系电话 : 01 --0 曰7 7 20 51 门 8 6 0 08 93 8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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