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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建国教授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中医大科系主

任，出生于医学世家，为首届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直嫡真传弟

子，国家级名老中医、并授予“中医大师”称号，现为国家级

重点示范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长期从事中医药治疗疑难顽怪病的临床及科研工作 40
余年。解教授常教导我辈：治疗疾病尤其是久病、疑难怪病、
顽固性疾病，根据不同体质及病程酌选虫药，常收事半功倍之

功，正如叶天士所言“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

以虫蚁疏通逐邪”。笔者师从解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今将解教

授运用包括虫部、介部的虫类药治疗疑难顽怪病经验进行总

结，以飨同道。
中医对虫类药物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实，所谓的虫

类药物并非仅指“虫”，而是对动物类药物的总称，《本草纲

目》就把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五部，其药源广泛，疗

效独特。虫类药性偏辛咸，辛能通络，咸能软坚，因而具有攻

坚破积、活血化瘀、熄风定痉、通阳散结等功效，并可祛风、
利湿、行气，以分消有形之邪。解教授不仅喜用虫部药，而且

擅用介部药，其中虫部药包括全蝎、蜈蚣、地龙、僵蚕、九香

虫等，介部药包括龟甲、鳖甲、穿山甲、牡蛎等，常获良效。
1 虫部

1.1 全蝎、蜈蚣 全蝎味辛咸性平，有毒，入肝经，功能息

风止痉、攻毒散结、通络止痛；蜈蚣味辛性温，有毒，入肝

经，功能息风止痉、攻毒散结、通络止痛。治疗风寒湿痹日久

不愈，筋脉拘挛，甚则关节变形之顽痹，解教授常在附子、黄

芪、桂枝、川芎、木瓜、桑枝、杜仲、桑寄生、续断等药中加

用全蝎、蜈蚣。因顽痹日久不愈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故以

杜仲、桑寄生、续断补益肝肾而强壮筋骨；黄芪、川芎益气活

血，寓“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之意；桂枝温经散寒，通

利血脉，更取辛温大热之附子，附子常用量 25 g 起，以温散

走窜，祛寒除湿，蠲痹止痛；“久病入络”者加入全蝎、蜈蚣

搜风通络止痛，临床获效实佳。
在治疗顽固性偏正头痛时，解教授喜用全蝎、蜈蚣。曾治

顽固性头痛 20 余年的患者，辨证为肝郁肾虚，在疏肝解郁、
补肾活血的同时加以全蝎、蜈蚣，取其“迅速飞走诸灵”之

性，获得良效；在治疗瘰疬结核时，常在茯苓、竹茹、浙贝

母、玄参、生牡蛎、白芥子等祛湿化痰、通络散结之品中加入

全蝎、蜈蚣，以消坚化毒散结，盖“虫蚁搜剔之品，其穿透筋

骨，通达经络，破瘀消坚之功远非草木之品所能及”；在治疗

风中经络时，常以补阳还五汤为主方加入蜈蚣、全蝎，能搜剔

络中风邪瘀滞，通行血脉；在治疗痉挛抽搐时，加全蝎、蜈蚣

以息风止痉。
此外，解教授喜用蜈蚣于妇科各疾病中。如治疗月经量

少，用益母草、王不留行的同时加用蜈蚣以加强活血通经之

力；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子宫肌瘤等疼痛

甚、瘕块大等顽症患者的辨证处方中加入蜈蚣以散结聚，破瘀

血，止顽痛。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所云：“蜈蚣，走窜之

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
1.2 僵蚕 僵蚕辛咸微温，入肺、肝经，僵而不腐，得清化

之气，治风化痰，散结行经。在治疗眩晕、顽固性头痛时，辨

证为脾虚痰湿中阻者，常于半夏、白术、天麻、茯苓、白扁

豆、泽泻、车前子等祛湿化痰之品中加入僵蚕、全蝎、蜈蚣、
地龙等，取《临证指南医案》“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

升，走者降，血无凝着，气可宣通”之义。飞者升，如僵蚕；

地行者降，如地龙、全蝎、蜈蚣。全蝎、蜈蚣等性降爬行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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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能攻坚破积；僵蚕味辛气薄，僵而不腐，得清气为最，可

升阳中之阳，又可降浊清滞，化瘀散结，故善治痰浊瘀血互结

顽症。
僵蚕气味薄、浮而升，兼有化痰之功，故在治疗咽痛时加

入僵蚕以化痰散结止痛，如属痰湿中阻者，加入滑石、白豆

蔻、苍术、茯苓等，如属风热上攻者，加入桔梗、生甘草等。
解教授曾治疗一患者自诉无明显诱因咽痛如人掐多年，多方求

医无效，辨以祛湿化痰为主，加入僵蚕以其性偏浮、升且走窜

之性化痰止痛，药进七剂后咽痛明显好转。治疗皮肤瘙痒症

时，在土茯苓、苦参、荆芥、防风等祛风除湿之品中加入僵蚕

以祛风通络、脱敏止痒。
另外，僵蚕味辛气薄，苦燥恶湿，故能胜风除湿，清热解

郁，解教授常将僵蚕运用于治疗临床症状表现为全身乏力、头

重如裹、肢体困重、脘腹痞闷、纳食乏味呆滞等一派湿阻之征

合并疑难病证的疾病，常合用白豆蔻、藿香、泽泻、薏苡仁、
半夏等祛湿化痰之品。
1.3 地龙 地龙味咸寒，入肝、脾、膀胱经，性善走窜，具

清热熄风、通络、平喘、利尿之功效。解教授治疗癌症患者时

常加入地龙，曾治疗一喉癌术后患者，在桔梗、木蝴蝶、射

干、玄参等清热化痰、凉血利咽等药中加入地龙，取其苦寒清

热、咸寒散结之功。现代药理学表明，地龙有抗肿瘤的作用。
治疗肝阳上亢引起不寐，在柴胡、白芍、酸枣仁、琥珀、夜交

藤等疏肝柔肝、安神解郁之品中加入地龙，取其清热平肝镇静

的作用。曾治疗一顽固性失眠 10 余年的患者伴有烦躁、头

晕、便溏，解教授辨其为肝阳上亢，以生白芍、天、酸枣仁、
地龙、夜交藤、车前子各 25 g，夏枯草、陈皮、砂仁、琥珀、
龟板各 10 g，川芎、柴胡、小茴香各 15 g，怀牛膝 20 g，药

进七剂后睡眠质量改善。治疗风痰眩晕、头痛时，常以半夏白

术天麻汤为主方加入地龙取攻冲走窜、通畅经络之性以祛瘀涤

痰、通窍镇静。治疗中风后经络不通、半身不遂或骨髓纤维化

引起的双下肢无力致行走困难或进行性延髓麻痹引起的吐词不

清吞咽困难时，常加入地龙，取其力善专走、通经活络、周行

全身以行药力之功。
1.4 其它 九香虫，味咸温香散，能“壮脾肾之元阳，理胸

隔之凝滞”，功善理气止痛、散寒行滞、温肾助阳。在治疗肝

胃不和之脘闷腹胀、胁肋作痛、胃脘疼痛时，解教授喜于党

参、白术、茯苓、陈皮、木香、砂仁、紫苏等理气健脾之品中

加入九香虫以温通行滞、理气止痛；另外，在治疗肾阳不足引

起的肾虚阳痿、腰膝酸痛时，常加入九香虫以补肾助阳、壮阳

起痿。
蝉蜕为土木余气所化，其体轻浮、其气轻虚，故能疏散风

热，清热透疹，又善清肝经风热，能祛风解痉，镇静安神，解

教授认为，蝉蜕质体轻清，甘寒清热，走于上，启闭开窍效果

甚妙，故临床常用于治疗耳鸣。
水蛭，味咸苦气平，咸入血走血，苦泄结，咸苦并行，张

锡纯认为，水蛭能“破瘀血而不伤新血，专入血分不损气分”，
解教授多用其治疗妇人恶血、瘀血、月闭、血瘕积聚，并配伍

路路通、泽兰等活血利水通经之品，正所谓“血蓄膀胱，则水

道不通，血散而膀胱得气化之职，水道不求其利而自利矣”。
在治疗皮肤病时，喜用乌梢蛇配合土茯苓、苦参、荆芥、

防风治疗各类皮肤病血热毒蕴型者，乌梢蛇有搜风活血除湿之

效；治疗风邪引起的皮肤病，乌梢蛇具熄风止痒、走窜搜风之

力。曾治疗顽固性牛皮癣 20 余年的患者，解教授以祛风化湿

凉血为法，加入乌梢蛇、僵蚕、鳖甲、龟甲，服药 7 剂，瘙

痒明显减轻。
五倍子，为盐肤木叶上的虫瘿，主要由五倍子蚜寄生而

成，《本草纲目》将其归于虫部，解教授在治疗习惯性流产、
胚胎停育等各种不孕症时，喜用五倍子、枸杞子、菟丝子、五

味子、覆盆子合用，尤其是针对肝郁肾虚型，配伍柴胡、当归、
白芍、香附、郁金、桑寄生等疏肝补肾之品，临床常获喜效。

例 1：顾某，男，66 岁，因右上肢静止性震颤 2 年就诊。
2 年前无明显诱因突发右上肢静止性震颤，今年 3 月 22 日因

急性脑梗塞于瓦房店第三人民医院急诊入院，出院后震颤未加

重。症见：患者面部表情呆滞，右上肢筋脉拘急，肌强直，震

颤，静止时明显，激动或紧张时加重，随意运动时可减轻或暂

时消失，伴有失眠多梦，急躁易怒，腰膝酸软，咽干不欲饮，

舌红、苔黄腻，脉弦细。诊断：颤证。辨证：气虚血瘀，肝肾

阴虚风动。治则：益气活血，滋养肝肾，熄风定搐。处方：炙

黄芪 80 g，川芎、地龙、赤芍、茯神、白术、车前子、生白

芍、天冬、玄参各 25 g，全蝎、僵蚕、龟板各 10 g，蜈蚣 1
条。服药 21 剂后，震颤较前明显好转，嘱调方继服 1 月：炙

黄芪 80 g，生白芍 40 g，天冬 30 g，川芎、地龙、赤芍、茯

神、白术、车前子、玄参、泽泻各 25 g，全蝎、僵蚕、龟板、
鳖甲各 10 g，蜈蚣 1 条。
2 介部

2.1 龟甲、鳖甲 龟甲甘咸寒质重，入肝、肾、心经，为滋

阴益肾、养血补心之佳品。鳖甲，入肝、肾经，既善滋阴清

热、潜阳熄风，又擅软坚散结。解教授认为两者功效相似，临

床上常取单味药或两药相须为用。在治疗癌症时，解教授常喜

用龟甲、鳖甲，如解氏肝癌 1 号和 2 号方即柴胡、当归、白

芍、西洋参、炙黄芪等疏肝、益气的药物中加入龟甲、鳖甲、
鸡内金、牡蛎等咸寒质重之品以软坚散结。在治疗怪证如无明

发热时，喜用银柴胡、胡黄连、知母、黄柏等清虚热、凉血之

品中，加入龟甲、鳖甲、白芍以滋补肝肾退虚热。
曾遇一患者 1 年来自觉七窍冒火、身体燥热、欲躺地为

快的患者，解教授用生地黄、熟地黄、石膏、黄连等清热泻

火、凉血生津之品加入龟甲、鳖甲以滋阴清热，7 剂药后初诊

诸症便有改善。在治疗阴虚血热型肾炎时，在熟地黄、山茱

萸、杜仲、茜草等滋肾、止血药中加入龟甲以益肾清热止血；

治疗阴虚血热型崩漏、月经过多时，加入龟甲以滋补肾阴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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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军教授现任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书记、院长，主任医

师，兼任广东省医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委员

会副主委等职务，从事临床和教学工作 30 余年，精通火神派

和温补派的理论精髓，善于辨证论治，临床中运用大剂量附子

治疗各种疑难病症，收效显著，对运用附子的理论基础、使用

指征、用量、注重配伍、煎服法等均有较深的体会，现总结如

下。

1 理论基础

阴阳是中医基础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贯穿于中医理论体

系的方方面面。阳气相关理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

容，《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

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精所降其人

夭”。对人体来说，阳气在外具有固表抗邪的能力，在内具有

维持脏腑气血活动的重要功能，总是积极的起主导作用。维护

谢建军教授运用附子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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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又能清热止血。在治疗心虚之惊悸、失眠时，加入龟甲养

血补心合煅龙齿、龙眼肉、远志、琥珀等药物相须为用进一步

促进安神的作用。
解教授在治疗肝肾阴虚型眩晕、头痛时喜用龟甲、鳖甲滋

补肝肾、育阴潜阳以壮水助阳。在治疗气阴两虚引起的顽固性

汗证时，常在黄芪、白术、防风、麻黄根等益气固表止汗之品

中加入龟甲、鳖甲，以其咸寒直入阴分、滋阴清热、入络搜

邪；在治疗难治病表现为手足瘈疭时，解教授常辨其为肝肾阴

虚致水不涵木、虚风内动，常以龟甲、鳖甲潜镇之品以滋阴潜

阳、重镇息风。
2.2 穿山甲 穿山甲咸、寒，入肝、胃经，功善活血化瘀，

通经下乳，消肿排脓。解教授在治疗月经量少甚或闭经时，常

加入穿山甲、路路通、泽兰以活血通经。另外，解教授治疗小

儿病时，常加入穿山甲、龟甲、鸡内金三药。龟甲滋补肝肾、
安神潜阳、敛汗；鸡内金补脾消食，《本草纲目》言“治小儿

食疟，疗大人(小便)淋漓、反胃，消酒积，主喉闭、乳蛾，一

切口疮，牙疳诸疮”；穿山甲，性喜走窜，能“宣通脏腑，贯

彻经络”，健脾助运，消积杀虫，宁神益智， 《日华子本草》
言“治小儿惊邪，痔漏、恶疮、疥癣”。三药合用，补先后天，

标本兼治。

2.3 牡蛎 牡蛎咸涩微寒，质重沉降，入肝、肾经。牡蛎有

生用和煅用之分，生用既为平肝潜阳之要药，又长于软坚散

结；煅用既能收敛固涩，而止滑脱，又能制酸止痛。在治疗脂

肪瘤、肌瘤、结节、各类癌症时，解教授常喜用浙贝母、玄

参、生牡蛎以消痰软坚散结。治疗顽固性汗证、遗精、滑精

时，常使用煅牡蛎并与煅龙骨相须为用，共奏收敛固涩、止汗

止遗之效。另外，解教授还常将煅龙骨、煅牡蛎合用治疗心律

失常，曾治疗顽固性心率失常表现为心率过速的患者，将煅龙

骨、煅牡蛎用至 60 g，进 14 剂药后心率恢复正常。
例 2：汤某，女，4 岁，因梦呓 1 年初诊。患儿 1 年前无

明显诱因晚上睡眠时频繁地说梦话，并偶伴有哭闹、烦躁不

安。曾于大连市某医院就诊，西医建议补钙，服用补钙剂 1
年，未有改善。诊见：患儿形体消瘦，面色无华，纳可，五心

烦热，耳鸣，大便干燥，每天 1 次，寐差，多梦。舌红、苔

薄，脉细。诊断：梦呓。辨证：食积内热。治则：消食化积，

滋阴清热安神。处方：太子参、龟板、槟榔、陈皮、胡黄连各

5 g，穿山甲、灯芯草各 3 g。鸡内金 7 g，焦山楂、酸枣仁、
生地黄各 10 g，蝉蜕 2 g，服药各 3 剂，晚上说梦话次数较前

减少，睡眠质量较前改善。嘱巩固继服 7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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