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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脂肪肝辨证论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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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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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处中国南部
,

南面临海
,

属于亚热带海洋气候

常年多雨
,

气候炎热潮湿
。

岭南地区的地理特征
、

气候环境
、

饮食习惯
、

人文观念等与内陆省份有较大差异
,

在历代的医

疗实践过程中
,

岭南地区医家因人
、

因时
、

因地制宜
,

逐渐

形成了具有岭南地区特点的辨证论治方法
,

从而开创了岭南

医学流派
。

岭南地区居民向有喜食鱼虾
、

生冷瓜果
、

蔬菜和饮用凉

茶等习惯
,

此等寒凉之品易伤脾胃
,

脾胃失其运化
,

致水湿

泛滥
。

在岭南地区特殊的湿热环境下
,

水湿久者
,

易转化为

湿热
。

脂肪肝患者多形体肥胖
,

肥人多痰
,

易滋生痰浊
,

故

脂肪肝患者多表现为湿热与痰浊交互为患
。

脂肪肝患者的发

病率逐年递增
,

是导致肝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中医药治疗

脂肪肝疗效显著
。

由于岭南地区脂肪肝患者在病因病机和治

疗方法方面存在一定的独特性
,

浅谈体会如下
。

1 病因病机

中医学将脂肪肝主要归属为胁痛
、

积聚
、

鼓胀等范畴
。

岭南医家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
,

对包括脂肪肝在内的各种疾

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不断完善
。

宋代岭南医家陈昭遇在 《太平

圣惠方》 中指出 :
“

夫岭南土地卑湿
,

气候不同
,

夏则炎毒

郁蒸
,

冬则温暖无雪
,

风湿之气易于伤人
。 ”

元代释继洪在

《岭南卫生方》 中总结了岭南气候对人群体质影响的特点 : 一

是炎热
,

热则耗气 ; 二是潮湿
,

湿则碍脾
,

二者均与脾胃相

关
,

湿热相搏
,

令人易染湿热之疾 1[] 。

其他一些古代岭南医家

也认为
,

岭南地区春夏淫雨
,

潮湿特甚
,

存在人多湿病的现

象
,

加之
“

湿热者
,

湿郁成热也
。 ”

所以
,

岭南地区疾病的病

机很多与湿热有一定的关联
。

现代岭南中医学者结合近年来脂肪肝患者的生活习惯
、

饮食结构等相关因素变化
,

进一步完善了对岭南地区脂肪肝

的认识
。

陈利群等 团运用祛湿化痰
、

理气活血法 (白术
、

袂菩
、

生山植
、

泽泻
、

决明子
、

郁金等 )治疗脂肪肝 56 例
,

总有效率

为 9 2
.

86 %
。

王芳等团提出化湿浊是治疗本病的重要方法
,

并

据此自拟汤剂治疗本病
,

取得良好疗效
。

刘小平 4[] 应用疏肝健

脾
、

化痰祛湿
、

滋补肝肾
、

活血散结法治疗脂肪肝取得了 良

好的临床疗效
。

李军日以涤痰活血化淤法治疗脂肪肝 (以丹参
、

半夏
、

决明子
、

生山植
、

神曲为基础方 )亦取得了良好的临床

效果
。

熊文生问以健脾化痰为法
,

拟健脾化痰祛脂汤
,

可明显

改善肝功能
,

调节血脂
,

阻止病情进一步进展
。

胡洪涛等日认

为病机为
“

少阳枢机不利
、

湿浊痰热阻滞
” ,

用温胆汤治疗非

酒精性脂肪肝
,

临床疗效显著
。

由上可见
,

众多岭南中医学

者均认为
,

治疗该病时
,

应注意结合岭南地区特点辨证论治
,

并强调清热祛湿
、

健脾化痰
、

疏肝活血法的运用
。

2 辨证论治

本病早期病理性质多属实
,

日久病势较深
,

正气耗伤
,

可转为虚实夹杂之证
。

病至后期
,

气血衰少
,

体质赢弱
,

则

往往以正虚为主
。

其病位在肝
,

与脾胃相关
,

久则及肾
。

治

疗应以清湿热
、

化痰浊为治则
,

且贯穿治疗脂肪肝的整个过

程
,

结合患者体质进行辨证施治
,

以期收到良好疗效
。

综合

l隋床辨证的过程
,

兹将岭南地区脂肪肝常见分型
、

证治介绍

如下
。

2
.

1 疾湿互结 型 症状 : 形体肥胖
,

胸院满闷
,

腹部胀满
,

肝区胀痛
,

头身困重
,

倦怠乏力
,

胃纳欠佳
,

大便钻腻不爽
,

有的尚可见 口钻痰多
,

舌胖大
、

苔 白厚腻
,

脉弦滑
。

治法 :

化痰祛湿
,

理气降脂
。

方用二陈汤合胃菩汤加减
。

加减 : 如

胃纳差者加神曲
、

炒麦芽
、

炒谷芽 ; 恶心呕吐者加姜竹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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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 ; 肝郁气滞
,

胁肋胀痛者加柴胡
、

延胡索
、

白芍 ; 痕血内

阻
,

舌暗唇暗
,

面色晦暗
,

或胁下有症块者加泽兰
、

赤芍
、

桃

仁
、

红花 ; 痰湿郁而化热
,

痰热明显
,

症见 口干口苦
,

尿黄便

结
,

咯痰色黄
,

舌红
、

苔黄者去法半夏
,

加胆南星
、

浙贝母
、

瓜萎
、

天花粉
。

2
.

2 湿热蕴 结型 症状 : 形体肥胖
,

头身沉重
,

神疲乏力
,

院腹胀满
,

单侧或双侧胁肋胀痛
,

或胀满不舒
,

口苦或口中粘

腻
,

咽干 口干而不欲饮
,

厌食油腻
,

食少纳呆
,

尿黄
,

大便结

或大便钻腻不爽
,

舌红
、

苔黄厚或黄腻
,

脉滑数
。

个别患者见

身黄
、

目黄
。

治法 : 清热祛湿
,

降脂化浊
。

方用茵陈篙汤合四

菩散加味
。

加减 : 如胁痛腹胀较甚者加柴胡
、

郁金 ; 口中钻

腻
、

大便稀塘者加炒慧该仁
、

芡实
、

山药
、

土袂菩 ; 胃气上

逆
,

频繁恶心呕吐者加橘皮
、

竹茹
、

生姜 ; 食少纳呆者加神

曲
、

山植
。

2
.

3 疾癖阻滞型 症状 : 肝区胀痛或刺痛
,

或院腹胀痛不适
,

部位固定
,

倦怠乏力
,

头身困重
,

或眩晕耳鸣
,

或喉中有痰
,

面色晦暗
,

舌紫暗或有痕斑痕点
、

苔白腻
,

脉沉涩
。

部份患者

可见胁下症块
,

或手掌赤痕
,

或皮肤有蛛丝赤缕
。

治法 : 祛湿

化痰
,

活血通络
。

方用二陈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
。

加减 : 院腹

胀甚伴恶心呕吐者加姜竹茹
、

积壳
、

木香
、

旋复花
、

紫苏梗 ;

苔腻甚者加苍术
、

石葛蒲
、

佩兰 ; 倦怠乏力
,

气短懒言者加党

参
、

山药
、

黄芭
。

2
.

4 肝郁脾虚型 症状 : 神疲乏力
,

情志抑郁或急躁易怒
,

气短懒言
,

语声低微
,

胸胁胀满或疼痛
,

善叹息
,

胃纳减少
,

院痞腹胀
,

大腹塘薄或钻腻不爽
,

肠鸣矢气
,

或腹痛欲泻
,

泻

后痛减
,

舌淡或淡红
、

舌体较胖或有齿痕
、

苔白或腻
,

脉弦细

或细弱
。

治法 : 疏肝理气
,

健脾消脂
。

方用柴芍六君子汤加

味
。

加减 : 如肝郁犯胃
,

暖气频作者加旋复花
、

代储石
、

竹茹

降气和胃 ; 肝郁化热
,

症见 口干 口苦
,

便秘 目赤
,

烦热少寐
,

舌红
、

苔黄
,

脉弦数
,

加牡丹皮
、

桅子
、

夏枯草
、

菊花 ; 胁痛

剧烈者加青皮
、

延胡索 ; 心神失养
,

心悸不宁
,

失眠多梦者加

合欢皮
、

酸枣仁
、

柏子仁 ; 脾气虚弱较甚
,

气短声低
,

疲乏无

力
,

舌淡脉弱者加黄芭
、

山药
、

党参 ; 便塘明显者加苍术
、

炒

慧该仁
。

2
.

5 肝 肾阴虚型 症状 : 形体消瘦
,

头晕 目眩
,

失眠多梦
,

口干咽燥
,

眼干眼朦
,

手足心热或午后潮热
,

耳鸣盗汗
,

胁肋

隐痛不适
,

腰膝酸软
,

小便短赤
,

大便干结
,

舌红少津
、

苔少

或无苔
,

脉弦细数
。

治法 : 补益肝肾
,

养阴降脂
。

方用一贯煎

合六味地黄汤加减
。

加减 : 口苦口燥
,

舌头生疮者加黄连
、

连

翘
、

黄琴 ; 肝阳上亢者加天麻
、

夏枯草 ; 大便秘结者加大黄
、

玄参 ; 舌红
、

胃院灼热
、

消谷善饥者加知母
、

赤芍
、

牡丹皮
、

蒲公英 ; 两胁隐痛甚者加柴胡
、

郁金
、

白芍
、

延胡索 ; 腰膝酸

软者加续断
、

桑寄生
、

牛膝
。

中医药治病重在辨证论治
,

证由症得
,

无症则无以得证
,

无证则无以辨证论治
,

故而诸法旨以症为先
。

然临床之中有诸

多患者
,

得病无任何不适之感
,

只是因体检偶然发现病证
,

此

类患者不在少数
。

此类患者应据其饮食起居
、

生活习性
、

个人

体质等因素综合分析从而遣方用药
。

3 结语

综上所述
,

岭南地区脂肪肝以湿热痰浊为发病的病机关

键
,

其病位在肝
,

与脾胃肾关系密切
。

现代社会人们久坐少

动
,

饮食不节
,

过食肥甘厚味
,

导致脾失健运
,

湿浊内生
,

停

滞于肝
,

化生脂膏而为病
。

久则伤肾
,

出现腹水与水肿加重
。

运用利水渗湿药可运化水湿
,

又可健脾化滞
。

且脂肪肝发病患

者以体型偏胖者居多
,

肥人多湿
,

亦符合从湿论治的思路
。

故

祛湿化痰浊是治疗脂肪肝的常用方法
。

岭南地区气候炎热潮

湿
,

湿与热常互结为患
,

且多蕴扰肝胆
,

所以
,

岭南地区脂肪

肝患者易出现湿热为患
。

由此可见
,

在岭南地区治疗脂肪肝运

用清湿热
、

化痰浊的方法和药物是恰当合理的
。

由于脂肪肝的致病因素众多
,

病机复杂且多有兼夹
,

故在

治疗时应辨证论治
、

多法联用
,

不能只行一法
、

只拘一方
。

在

脂肪肝治疗中
,

抓住疾病基本病机
,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

针对

不同体质选用相关药物
,

配合应用清热
、

理气
、

化痰
、

健脾
、

疏肝
、

消食等多种治法和药物
,

方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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