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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分析
,

适当的加减
,

在临床上将会有更广泛的用途
。

现依据个人数十年临床所见
,

选用典型病案一个记录如

下
。

张某
,

男
,

31 岁
,

工人
。

因
“

感寒后发热
、

恶寒 2 天
”

来诊
。

2 天前患者下班后自觉身热
,

脱除外套步行回家
。

当晚

自觉恶寒
,

自测体温 3 8
.

5℃
,

无汗
,

喝大量热开水后
,

汗出
,

症状略减
。

次日天气突变
,

大雨
,

湿身
。

夜间再次出现发热恶

寒
,

头痛
、

身重
,

辗转反侧
,

心中烦闷
,

诊见 : 舌薄白
,

脉浮

紧
。

此乃风寒湿邪俱损太阳
,

有内犯手少阴心经之象
。

以大青

龙汤加味主之
,

方中加桅子
、

淡豆豉除烦
。

煎法 : 先煮麻黄
,

去沫
,

后煮诸药
。

服法 : 分 3 次口服
,

有汗即止
。

二诊 : 服上药
,

汗已大出
,

烦躁症状消失
,

余症旨减
。

但

仍感身痛
,

周身沉重
,

四肢
、

头面有浮肿现象
,

小便不利
,

脉

浮濡
,

舌苔白
。

此乃风寒已祛
,

湿邪仍在之象
,

《金匾要 田部

谓 :
“

发其汗
,

汗大出者
,

但风气已去
,

湿气在
” 。

治法仍以

大青龙汤加味主之
,

前方去桂枝
、

桅子
、

淡豆豉
,

加白术
、

慧

该仁健脾祛湿
,

煎法同前
。

1 剂汗微出
,

症状略减
,

汗止再

服
,

3 剂服完
,

诸症旨除
。

从本病例的证候来看
,

与 肪寒论 ) 中太阳中风的病症有

异同之处
。

《伤寒论》 中太阳中风的烦躁为实热
,

为表里俱

实
,

此证为虚烦
,

为表实里虚
。

故用大青龙汤以解表实
,

加用

桅子
、

淡豆豉以解虚烦
。

由于病从汗出后
,

风寒湿邪乘虚而

入
,

出现虚中夹实之象
。

风性清扬
,

湿性重着
,

故出现周身沉

重
,

头面浮肿
,

小便不利
,

脉浮濡
。

大青龙汤能解表实
,

逐水

饮
,

但汗已出
,

再用则汗大出
,

可能出现
“

厥逆筋惕肉啊
, ’

的

逆症
。

故减桂枝
,

削其发汗之力
,

加白术
、

慧该仁健脾以扶正

利湿
。

如上所述
,

可以看出大青龙汤由麻黄汤
、

越娘汤组成
,

不

论是从方药组成上
,

还是实际意义上都是恰当的
。

其既有麻黄

汤的发汗解表作用
,

又有越娘汤发汗利水作用 ; 既能发散表

邪
,

又能清透里邪
,

能治疗一切外感风寒湿邪
。

在实际应用

中
,

如能结合具体病情
,

用以加减
,

则应用更加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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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颜氏犀泽汤加减治疗慢性 乙型肝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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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无慢性乙型肝炎的病名
,

根据其发病特点及临床表

现
,

属黄疽
、

胁痛
、

湿温等范畴
。

其病因病机错综复杂
,

主要

是湿热疫毒侵袭
,

蕴蒸肝胆而致疏泄失司
,

脾胃阻遏而运化失

常
,

病势缠绵
,

脾气虚弱
,

阴阳失调
,

气血失和 ; 或先天享赋

不足
,

外邪趁虚而入导致一系列病理变化
。

临床治肝之法众

多
,

但均可归于扶正祛邪之列
。

对于正邪关系的处理
,

正如

清
·

徐大椿在其所著 《医学源流论
·

用药如用兵论 ) 所述 :
“

防

病如防敌
” 、 “

治病如治寇
” 、 “

用药如用兵
” 、 “

孙武子十三

篇
,

治病之法尽矣
” 。

《孙子兵法》 为春秋末期孙武所著
,

书

中精辟地论述了调兵遣将的原则和克敌制胜的方法
,

这些法则

对临床医家同样适用
。

犀泽汤是全国名老中医颜德馨教授治疗湿
、

热
、

痕交结慢

性乙型肝炎的常用处方
。

犀泽方 1[] 基本组成 : 广犀角粉 (吞 )3 g
,

泽兰 9 9
,

金钱草
、

土袂菩
、

平地木各 3 0 9
,

败酱草 巧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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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泽汤中以广犀角
、

泽兰入血以清热解毒
,

活血化痕 ; 土袂

菩
、

金钱草
、

平地木以疏肝清热
,

利尿化湿 ; 败酱草凉血活

血
。

诸药配伍
,

共奏清热解毒
、

清痕血
、

利湿浊之功效
。

颜老

l隋床喜加苍术一味健脾燥湿
。

加减法 : 湿重者加苍术
、

猪菩
、

赤菩
、

生慧该仁 ; 气滞甚者加沉香曲
、

川械子
、

大腹皮
、

积

壳
、

广木香 ; 痕血明显者加丹参
、

桃仁
、

郁金
、

红花
、

赤芍
、

延胡索
、

三棱
、

获术 ; 热重加金银花
、

桅子
、

夏枯草
、

蒲公

英 ; 热毒甚者选加白花蛇舌草
、

半枝莲
、

重楼等
。

不难看出
,

此方针对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湿
、

热
、

痕
、

毒
、

滞诸邪备矣
,

实属驱邪利器也 ! 笔者试就 al] 、子兵乡劫 中有关思想
,

对临床

加减运用颜氏犀泽汤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指导与借鉴作用加以

探讨
,

以求教正
。

1 知已知彼
,

百战不殆

al] 、子兵法
·

谋攻 ) 云 :
“

知彼知己
,

百战不殆
。 ”

体现在

中医学上
,

知彼表现为医者必须详知病症的病因病机
、

病位
、

病性
、

病势
、

症状表现
、

演变发展规律
、

预后
、

变证及转归

等
,

只有对疾病全貌有一个清楚的把握才能用药及时
、

准确
、

有效
。 “

木之胜也
,

土湿受邪
,

脾病生焉
”

(《内经》)
,

张仲景

在 淦匾要 田部 提出
“

脾色必黄
,

痕热以行
” , “

诸病黄家虽

多湿热
,

经脉久病不无痕血阻滞也
” ,

《诸病源候论》 中云
“

血痕在内
,

则时时体热而发黄
” ,

《临证指南医案》 中述及
“

气血不行则发黄
, ’ ,

均揭示慢性乙型肝炎总由痕热
、

疫毒
,

熏

蒸肝胆
,

侵犯脾胃致气血痕滞
、

损伤脾胃
,

或气血不足
,

或疫

毒内盛
,

甚至引发变证
。

由于慢性乙型肝炎往往迁延难愈
,

病

程较长
,

浊毒伤肝
,

肝失疏泄
、

横逆犯脾
,

致脾失健运
,

脾气

受损
,

临床症状易从虚化
、

从寒化
,

热象并不始终存在
。

综上

所述
,

慢性乙型肝炎以脾虚为本
, “

痕
” 、 “

毒
”

二字贯穿疾

病的始终
。

在知己上
,

则要求医者通晓五运六气
、

中药各种性

味归经
,

君臣佐使
,

遣药组方
。

《留香馆医话 ) 云 :
“

善用兵

者
,

能审敌情
,

知己知彼
,

百战百胜 ; 善治病者
,

能识病情
,

辨证投剂
,

百药百效
。 ”

2 兵贵神速
,

不宜久 ; 兵马未动
,

粮草先行

al] 、子兵法》 告诫用兵者 :
“

兵贵神速
,

不宜久
” ,

其意

在说明战争久则士气易减
,

粮草易竭
,

补给匾乏
,

则进不能灭

敌
,

退不能守城
,

因之而败
。 “

兵马未动
,

粮草先行
”

则说明

补给在战争中的重要
。

鉴于此
,

临床上 医者当时时顾护脾胃
,

令
“

正气
”

的补给无忧
。

驱邪时需顾护正气
,

邪去则正安
。

淦匾要 田部 曰 :
“

见肝之病
,

知肝传脾
,

当先实脾
” ,

同样强

调了脾胃在治疗肝病中的重要性
。

临床上单纯湿
、

热
、

痕邪实

证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并不多见
,

而以脾虚证虚实夹杂多见
,

故临床常在犀泽汤的基础上加苍术
、

五指毛桃 (五爪龙 )
、

袂菩

等健脾祛湿之品
。

如脾虚痰湿体质患者在辨证选方治疗时
,

可

多使用五爪龙
,

具有健脾补肺
、

益气祛湿之功效
,

其性味不温

不燥
,

补气不作火
,

邓铁涛教授认为五爪龙适合岭南多湿的特

点
,

益气补虚其功同北黄芭
,

尤宜于虚不受补之患者
,

是岭南

特色草药中难得的一味佳品
,

有
“

南芭
”

之称
。

如若湿热痕

久
,

胶结难解
,

久病入络者加丝瓜络
、

橘络
、

地龙等物可引药

入络通经
。

3 水因地而制流
,

兵因敌而制胜

al] 、子兵法
·

虚实 曰 :
“

水因地而制流
,

兵因敌而制胜
。

故兵无常势
,

水无常形
,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 ”

又
“

人以天地之气生
,

四时之法成
” ,

故治疗疾病时更需因人
、

因

时
、

因地制宜
,

区别对待
。

临床上
,

常依四时节气变化
,

处方

用药而作加减
。

如春季要顺应春天的生发之气
,

宜减酸益甘
,

以养脾气
,

犀泽汤中适当加谷芽
、

麦芽等健脾消食
,

川页应春季

肝气升发
、

阳气发越的特点 ; 夏季宜减苦增辛
,

以养肺气
,

川页

应自然界阳气的生长规律
,

避免用药太过苦寒
、

或久用寒凉药

物
,

损伤脾胃 ; 而当秋之时
,

为避免秋金肃杀之气对人体产生

不 良影响
,

则要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的规律
,

用药宜减辛增

酸
,

以养肝气
,

适当加五味子
、

白芍等酸
、

甘性味的中药以柔

肝养肝
,

选用少量辛润性味中药
,

如知母
、

苦杏仁以清热生

津
、

养阴润肺
,

以防秋燥 ; 到了冬季
,

由于天气寒冷
,

人体的

阳气也要顺应自然界规律潜藏于内
,

治疗宜减咸增苦
,

以养心

气
,

同时也是培补脾肾的好时机
,

总以敛阴护阳为根本
。

4 凡战者
,

以正合
,

以奇胜

正
,

指常规的
、

正面的 ; 奇
,

指出人意外的
、

异常的
。

“

正
”

凝聚了历代军事的最丰富经验 ;
“

奇
”

饱含了军事家个

人或群体的权变才智
。

对医生而言
,

只有在守常的基础上
,

善

于达变
,

治病才能每每获验
。

临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特

别注意细节方面
。

除嘱其常规服药外
,

常嘱不可食用
“

发物
” ,

如焦炸
、

辛辣
、

烧鹅
、

榴莲
、

芒果
、

荔枝
、

竹笋等
,

不可熬

夜
,

睡好
“

子午觉
”

等
。

临床也常配合多种外治方法
,

如中药

穴位注射
、

脐疗等
,

配合专人指导患者日常食疗
,

常可提高中

医临床疗效
。

〔参考文献〕

:1] 颜新
.

颜 德馨治疗 肝病 经验方 二则 0 ]
.

19 9 8
,

19 (10 ) : 1 2
一

13
.

(责任编辑
:
骆欢欢

江 苏 中医

,

李海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