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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

经方验案三则

□ 夏元清

（湖北黄石市中医院　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关键词　经方　验案　张仲景

　　荣幸进入国家 “优秀中医临

床人才研修项目”，亲聆名师指

点，读经典，做临床，颇有心得。

现将用经方治验三则，录于后，恳

请赐教。

１　疝痛案
胡某某，男，３７岁，离异，

２００４年６月 ７日来诊。诉左侧睾
丸胀痛 ３月，某医院外科诊断为
“左侧精索静脉曲张”，需手术治

疗，患者因惧术后影响生育而来求

助中医。诊见：左侧睾丸压痛，腹

股沟皮下见一长约 ３ｃｍ纵行静脉
显露，小便较往略少。舌红苔白，

脉弦。血、尿常规检查无异常。中

医诊断：疝痛。五苓散合天台乌药

散方化裁：桂枝、茯苓、小茴香、

良姜、猪苓、泽泻、白术、青皮、

木香、川楝、槟榔各 １０ｇ，乌药
１５ｇ，服药 ５剂，症状消失。复服
５剂，随访至今未发。

按　患者小便偏少，无风热、
实热、湿热和阴虚等症，为膀胱气

化失司。张仲景 《伤寒论》７１条
说：“……小便不利，……五苓散

主之。”其病机与之相似。睾丸胀

痛，青筋显露，乃肝脉气滞，不通

则痛。吴鞠通 《温病条辨》下焦

寒湿篇５４条说： “寒疝少腹或脐
旁，下引睾丸，……痛不可忍者，

天台乌药散主之。”故五苓散合天

台乌药散化裁，化气利水，疏肝行

滞而愈。

２　少阳兼湿热下利案
黄某某，女，３４岁，已婚，

住院号：０１０７５０。因肛裂术后四天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发热，全身关
节疼痛，经用多种抗菌素，热不

退。２００４年 ７月 １０日邀余会诊，
症见：发热恶寒，汗出热稍退，日

数发，午后为甚，纳差，时呕，便

稀尿黄。舌红苔黄腻，脉弦滑。

Ｔ３８．５℃，胸Ｘ片、血和尿常规检
查无异常。中医诊断：少阳兼湿热

下利。和解少阳，清热燥湿。小柴

胡汤、葛根芩连汤和达原饮加减：

柴胡 １５ｇ，黄芩、白芍各 １２ｇ，枳
实、葛根、槟榔、草果、厚朴、知

母、法夏各 １０ｇ，黄连、甘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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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ｇ。３剂。
７月 １３日，二诊：诉服药 １

剂后，即热退身爽。上方加减 ３
剂，痊愈出院。

按　张仲景 《伤寒论》３７９
条：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

之。”患者有少阳证，故用小柴胡

汤法。大便稀，小便黄，舌红苔黄

腻，乃湿热下利，不过肛门术后不

久，下利仅见便稀而已。 《伤寒

论》３４条：“……利遂不止，……
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故用其

方。又疑邪伏膜原为患，故合用吴

又可达原饮。三方化裁。

３　癃闭案
王某某，女，５８岁，已婚，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日来诊。既往有 “２
型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病史”。２
月前因 “２型糖尿病并酮症酸中
毒”住院，经治血糖、酮症酸中

毒得以纠正，出现右侧肢体偏瘫，

小便癃闭 （保留导尿）出院。其

夫代诉：出院以来，全身乏力，卧

床不起，水、饭靠喂，其量尚可。

未中断治疗，导尿管始终离不开。

查体：Ｂｐ１１０／８０ｍｍＨｇ，ＨＲ９８次／
分，Ｒ２０次／分，Ｔ３６．５℃。神清，
精神差，语声低微、謇色不清，查

体时无故苦笑，心、肺、腹检查未

见异常。右侧上、下肢肌力下降。

腰骶部见一３×３ｃｍ褥疮。舌红苔
白，脉细数无力。中医诊断：癃

闭。益气活血，兼以清热利尿。补

阳还五汤合二妙丸，３剂。药后语
声稍强，加大黄芪量，去二妙丸，

４剂。拔导尿管失败。改以两方
服。一方，真武汤：制附子、茯苓

各１０ｇ，白术、白芍、生姜各１５ｇ；
二方，金匮肾气丸合补阳还五汤化

裁：黄芪 ６０ｇ，当归、桃仁、赤
芍、石菖蒲、远志、桂枝、熟地、

山萸、山药、茯苓、泽泻各 １０ｇ，
地龙１５ｇ，熟附子、川芎、红花各

６ｇ。用法：一方，餐后１～２ｈ。二
方，餐后 １／２ｈ服，每日每方各 １
剂，各服 ３次。９月 ２０日，拔出
导尿管，恢复自主排尿功能。随访

未复发。

按　患者气虚血瘀明显，服补
阳还五汤，尿癃闭疗效不显。究其

因，乃膀胱气化失职。《素问·灵

兰秘典论》说：“膀胱者，州都之

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膀胱亦病，单补气活血无效，须治

膀胱。《素问·阴阳应相大论》有

“从阴引阳”治法。杨上善的 《黄

帝内经太素》注解为：阴指藏，

阳指腑，腑虚要补藏。肾与膀胱

相表里，膀胱气虚而气化失职，

当补其藏，故用金匮肾气丸合补

阳还五汤化裁，补气活血，温肾

化气利水。用真武汤，乃取其温

阳利水，药简力专，以助二方之

力。故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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