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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医林改错》临证心得

———血府逐瘀汤的临床应用

□ 王亚平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８１）

　　关键词　王清任　医林改错　血府逐瘀汤　临床应用

　　王清任是我国清代颇具创新精
神的医学家，他的精心之作 《医

林改错》，敢于问阙经典，勇于求

实创新，阐发气血理论，纵有不足

之处，但其创立的血府逐瘀汤等名

方，临床应用价值肯定，一直为后

世医家所推崇，至今应用甚广。笔

者学习 《医林改错》，在临证实践

中，遵清任 “治病之要诀，在明

白气血”之训，应用血府逐瘀汤

化裁，治疗疑难病，每获奇效，兹

举例如下。

１　头痛
１１　原文　头痛有外感，必有发
热、恶寒之表症，发散可愈；有积

热，必舌干口渴，用承气可愈；有

气虚，必似痛不痛，用参芪可愈。

查患头痛者，无表症，无里症，无

气虚痰饮等症，忽犯忽好，百方不

效，用此方一剂而愈。

１２　病案举例　周某，女，５３岁，
门诊号１５３３０７７，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７日
初诊。患者头痛较甚，巅顶为主，

连及两侧，反复发作两年余，每因

情志不遂、失眠、劳累而诱发。初

发时，时间短，间歇时间长，尚能

忍受，日久发作频繁，忽发忽止。

曾在多家医院检查，头颅 ＣＴ均正
常，西医诊断为 “血管神经性头

痛”。常服止痛片，初服有效，久

服增量亦效差；曾服中药等，多方

治疗效果甚微。十分恐惧头痛发

作，终日惶惶不安。证见面色晦

暗，失眠多梦，精神不振，心情抑

郁，时而烦躁，食欲欠馨，舌质淡

红，苔薄白，脉细弦无力。证属肝

气郁结，阴血亏虚，风滞脑络，血

脉瘀阻。治拟疏肝达郁、养血通

络、搜风止痛之法，予血府逐瘀汤

加郁金 １５ｇ、合欢皮 １５ｇ、生枣仁
３０ｇ、僵蚕１０ｇ、蜈蚣粉２ｇ，分吞、
全蝎粉２ｇ分吞。服上方三剂后，顿
觉头痛大减，精神好转，信心倍

增，睡眠亦有所改善，唯纳食欠

馨，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弦。素

有脾胃虚弱，肝木郁滞，脾气更

伤，原方加入健脾安神之品，焦白

术１５ｇ、茯神３０ｇ，继服２周。自诉
头痛未再发作，睡眠好，精神佳，

纳食增，唯感口干，上方加北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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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ｇ、黄精１５ｇ以善其后。半年后随
访询问病情稳定，头痛未再发作。

１３　按语　患者因事不遂，忧郁
不解，而致肝气郁结，脾气受损，

阴血生化无源，经脉失于濡养，血

虚生内风，风滞气结，脑络瘀阻，

“不通则痛”，发为头痛。其痛有

定处，此为瘀血，发作频繁，每与

情志有关，均为风滞气结之象，且

头痛部位为厥阴、少阴经脉循行之

处，学习 《医林改错》“有病急躁

是血瘀，……夜睡梦多是血瘀，

……头痛者，……百方不效，用此

方。”治当疏肝养血、搜风通络，

拟血府逐瘀汤加味，三剂而见效，

可知王清任对气滞血瘀理论研究之

精深，阐述之准确，无虚言也。本

案用药之特点，还在于选用虫类药

物。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中

应用虫类药达３８种，并创制了抵
挡汤、鳖甲煎丸、大黄蛰虫丸等

名方。今选用僵蚕散风定痉、蜈

蚣搜风定痛、全蝎熄风定痛，用

之于血府逐瘀汤之中，在继承中

又有心得。

２　胸痛
２１　原文　胸痛在前面，用木金散
可愈；后通背亦痛，用瓜蒌薤白白

酒汤可愈；在伤寒，用瓜蒌、陷胸、

柴胡等皆可愈。有忽然胸痛，前方

皆不应，用此方一付，痛立止。

２２　病案举例　张某，男，８２
岁，病案号０１１４５３５，２００６年２月
１１日初诊。有糖尿病、高血压病、
冠心病十余年。近一年每在活动及

情绪波动时阵发左胸憋闷隐痛或刺

痛，痛位固定，伴心悸，乏力，烦

躁，寐差，舌黯淡，苔薄白，脉细

弦。多次心电图检查示 “陈旧性

心肌梗塞”。前医多予瓜蒌薤白

剂、生脉散、当归四逆汤治之，病

情未见好转。此属肝失疏泄，气机

郁滞，心络瘀阻，失其濡养。遵

《医林改错》：“有忽然胸痛，前方

皆不应，用此方。”拟血府逐瘀汤

加西红花 １ｇ（另煎兑入）、丹参
３０ｇ、郁金１２ｇ、檀香 ６ｇ、砂仁 ６ｇ
以养血化瘀、行气调中。二剂服

下，自觉胸中舒畅无比，胸前憋

闷、疼痛霍然消失，心情喜悦，余

症亦觉缓解，舌黯淡，苔薄白，脉

细弦。一周后再诊，诉胸闷疼痛未

再发作，患者要求继续服原方，为

防香燥太过以致耗阴伤血，原方去

砂仁、檀香加太子参２０ｇ守法治疗
月余，诸症均已。予生脉散合丹参

饮以善其后。

２３　按语　古人论胸痹心痛，多
为阳虚、气虚、痰浊。本案前诊，

医家多予当归四逆、生脉、瓜蒌薤

白等治之，均不见效。正如 《医

林改错》所云：“始而滋阴，继而

补阳，补之不效，则云虚不受

补，”不知 “皆是瘀血之证。”患

者年逾八旬，症情复杂，细审变

化，发病每与情绪波动有关，乃肝

气郁而不伸也，且舌黯红，苔薄

白，脉细弦，方选清任之血府逐瘀

汤，盖血府逐瘀汤实为 《医宗金

鉴》桃红四物汤合 《伤寒论》四

逆散衍化而成；四逆散又为柴胡疏

肝散、逍遥散之祖方。故方取养血

活血，疏肝理气之品，以 “疏其

气血，令其条达”；亦如王清任所

言：“使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

而不瘀，气通血活，何患疾病不

除。”上方仅服数剂，便使反复发

作之胸痹得以控制，心电图转佳，

其它症状均相应改善。

３　不寐
３１　原文　夜睡梦多，是血瘀，
……不眠，夜不能睡，用安神养血

药治之不效者，此方若神。

３２　病案举例　张某，女，４６
岁，门诊号 ００１４９８，２００２年 ４月
２１日初诊。平素性格内向，情绪
抑郁。二年前因胆结石行胆囊摘除

术后，常夜寐不安，轻则难以入

睡，梦中易惊、易醒，甚则彻夜难

眠。晨起则头昏、心悸、乏力，纳

食欠馨、右胁隐痛，月经前后不定

期，经色暗，量少，挟有瘀块。西

医予安定类，久服增量后，有时效

亦差，因恐惧依赖安定，求治中

医，服药后而病未改善。诊见面色

无华，神疲乏力，舌质黯，边有瘀

点，脉细弦涩。证属情志不遂，肝

失疏泄，初病在气，久则入络，冲

任不调，营血亏虚，心神失养，瘀

血内阻。治拟补精血、调冲任、疏

肝达郁、活血化瘀法，予血府逐瘀

汤加桑椹子 ３０ｇ、女贞子 １５ｇ、夜
交藤 ３０ｇ、生枣仁 ３０ｇ、合欢皮
１５ｇ、丹参３０ｇ、郁金１０ｇ；另嘱患
者备赤小豆２ｋｇ，每晚睡前放铁锅
中文火炒热，倒入盆中，赤脚而

坐，左右轮番踩踏，每次半小时。

如此足底热踏按摩，药服七剂后，

诉已有睡意感，但入睡时间短，２
～３小时即醒，右胁隐痛缓解，心
悸乏力似减轻。药证即合，守法继

进，再一周后，诉夜已能入睡４～
５小时左右，胁痛已无，晨起头
昏、乏力、心悸均已，纳食有增，

舌黯淡，边有瘀点，脉细弦。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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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诊，诉经水来潮，色红，瘀块

少。守方守法调治半年，失眠未再

复发。

３３　按语　失眠一证，病因繁多，
治法各异。业师张云鹏先生，乃首

届上海市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专

家，崇尚仲景学说，辨证深思明

鉴，临床颇有特色。先生从 “天

人合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

三个基本观点出发，提出 “治疗

不寐十五法”，活血化瘀通窍法是

其中之一。阐发病机理为 “先天

禀赋体质薄弱，后天心、脑、肝、

胆、脾、胃、肺、肾功能失调，

气、血、津、液运行障碍，机体阴

阳不平衡所致。”认为失眠尤其与

心、肝、气、血有关。本案患者情

志不遂，肝失疏泄，初则气机郁

结，久必血行失畅，夜卧血不归

肝，神不归舍，而致不寐。其右肋

隐痛，月经色暗、量少、挟有血

块，舌质黯有瘀点，脉细弦涩，即

为肝郁血虚、冲任失养、瘀血内阻

之佐证。选血府逐瘀汤加味服用，

足底热踏按摩，刺激心、肝腧穴，

可有疏通气血、燮理阴阳、安神定

志之效。上法使用一周既见疗效，

睡眠逐渐改善，如此调治半年余，

疗效喜人。

４　结　语
王清任 《医林改错》最大的

贡献，集中体现在开拓了活血化瘀

法运用的广阔天地，丰富了治疗众

多疾病的临床经验，对后人很有启

迪和推广使用价值；同时对中医药

学术发展有积极的促进和提高作

用。本文仅就血府逐瘀汤临床应用

一得，作扼要介绍。尚有通窍活血

汤、隔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身

痛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待后再作

探讨。

（本文承蒙张云鹏老师指导，

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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