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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举仲景 方在类风湿关节炎
寒湿阻络证中的运用研究

一r要素矽i一荪1葫霞

关键词 类风湿关节炎寒湿阻络证伤寒论金匮要略经方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以

周围关节骨质损害为特征的多系

统性慢性炎症性的全身性自身免

疫性疾病。临床表现为多关节对

称性肿胀多、疼痛、晨僵、甚则僵

硬、畸形，属中医“痹证”范畴。运

用中医药治疗RA由来已久，针对

寒湿阻络证不少医家运用仲景方

治疗，从临床到实验证实了其有效

性，继承和发展了仲景学术，兹略

举浅述如下。

例 方

l 乌头汤

《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

并治》云“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

头汤主之。”方中重用乌头为君，温

经祛寒除湿；麻黄为臣发越阳气，

助君散寒宣痹；芍药、甘草缓急止

痛；黄芪益气实表，并助麻黄通阳，

且使发汗不致太过，均为佐药；使

以白蜜，甘以缓之，以缓解君药乌

头之毒性。诸药合用，其功专于温

经散寒，除湿宣痹。临床该方多用

于寒湿痹阻型活动期RA患者⋯，

因“寒主收引”、“湿性粘滞”，寒湿

之邪痹阻经脉关节，气血运行不

畅，故关节疼痛剧烈，冷痛或遇寒

加剧，得温减缓，或每逢阴雨天气

或冬季频频发作，舌质淡苔白润或

水滑，脉迟紧，可伴有形寒肢冷，面

白少气等心]。研究表明该方在减

轻疼痛、消除肿胀、改善晨僵、关节

功能受限等方面效果较明显口。J。

大量实验研究证实：乌头汤具

有抗炎镇痛作用怕J，对二甲苯、蛋

清所致急慢性炎症有明显抑制作

用，能提高小鼠痛阈值，减少醋酸

所致小鼠扭体次数，对佐剂性关节

炎大鼠的原发性、继发性关节炎的

肿胀有显著的防治作用；乌头汤及

其配伍各组对佐剂性关节炎大鼠

血液中浓、粘、凝、聚状态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作用。刊；还能够调节辅助

性T淋巴细胞(CD4+)和抑制性

T淋巴细胞(CD8+)的功能¨o；降

低大鼠血清中IL—lp、NO、TNFot

的分泌水平∽。10I。

2乌头桂枝汤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

脉证治》日：“寒疝腹中痛，逆冷，手

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

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方中

乌头大辛大热，祛散沉寒；桂枝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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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通络，解肌发表；白芍固腠理和

血脉，二者一治卫强，一治营弱，散

中有收，发中有补，使表邪得解，营

卫调和；生姜辛温，既助桂枝辛散

表邪又和胃止呕；大枣益气补中；

甘草合桂枝则辛甘化阳以实卫，合

白芍则酸甘化阴以和营。该方邪

正兼顾、阴阳并调，具有温经散寒，

通阳宣痹之功。

有学者提出⋯o正气不足，营

卫气血失调是RA发病的内因，感

受寒邪为其外因，寒凝经脉，不通

则痛。该方临床多用以治疗寒邪

偏盛之痛痹，实验研究揭示该方镇

痛机理可能与调节血浆神经递质

作用有关¨2|，治疗组血浆血管紧

张素II(ANG—II)、强啡肤(DY-

NA)，P物质(SP)，6一酮前列环素

(6一keto—PGFla)、血栓素B2

(TXB2)水平均明显趋于正常，与

治疗前相比有显著差异。

3当归四逆汤

《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

治》日：“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

当归四逆汤主之”。方中以甘温

当归为君药，以补素体血虚；桂枝

温通经脉，白芍养血和营，二者配

伍，有内疏厥阴之功，合为臣药，

君臣合用，则成养血疏肝温通之

法；木通通行血脉；细辛主“百节

 万方数据



中医药通报·方药研究

拘挛、风湿痹痛”，发散阴经风寒，

搜利筋骨风湿为佐；大枣、炙甘草

为使，益气健脾，协归芍补血，协

桂辛通阳。诸药合用，扶正祛邪，

标本兼治，共奏养血温经、散寒胜

湿之功。主治血虚有寒的手足厥

冷，肢体痹痛。

有学者提出RA病机为素体

血虚，复因寒邪凝滞，气血运行不

畅，手足厥冷，肢体痹痛。用当归

四逆汤加味以延伸之，则为治痹妙

方‘”】，用诸临床，常获良效[14。1 61，

对RA患者晨僵时间、关节疼痛

度、关节压痛度、关节活动度、关节

肿胀度均有明显的改善。研究表

明该方对酒石酸锑钾所致小鼠扭

体反应和电刺激致痛嘶叫反应均

能显著抑制；对巴豆油所致小鼠耳

廓肿胀和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跖

肿胀均有明显减轻，为该方运用于

临床治疗RA提供了依据ⅢJ。

4桂枝附子汤

《伤寒论·太阳病脉证并治》

载：“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

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

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该方

以附子为君药，取其大辛大热，温

经散寒，除湿通络；以桂枝为臣与

附子相配，温经助阳，驱散风寒湿

邪；生姜、炙甘草、大枣和卫益表为

佐使，生姜与桂枝相用，调和营卫，

驱散寒湿；与附子相和，助阳而散

寒；大枣、甘草益气补中，调和诸

药。诸药相伍，共奏温经助阳、祛

风化湿之功。

有学者提出该方具有散寒胜

湿、温阳、助阳、补阳之功¨8|，临床

用于RA患者表现为肢体关节肿

大、变形，疼痛昼轻夜重，得热则

减，遇寒痛增，每因气候寒冷或阴

雨天气而诱发，舌质淡，苔白腻，脉

弦紧或沉紧¨9|。研究证实：该方

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作用，对热刺

激致痛、醋酸致痛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加1。

5甘草附子汤

《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

治》称：“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

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

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

者，甘草附子汤主之”。该方取甘草

与诸辛热药物相配，既可辛甘化阳，

恢复表里之阳气，又可缓急止痛，用

于风湿痹痛兼表里阳气皆虚。

有研究证实该方具有抗炎和

免疫调节的作用B1|，可明显抑制

CIA大鼠关节肿胀率，降低血清IL

一2和TNFcx的水平，通过抑制大

鼠滑膜组织中CD4+T细胞的表

达，上调CD8+T细胞的表达，降

低T细胞亚群比值，改善滑膜组织

病理学形态。

讨 论

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

《金匮要略》中有关痹证的条文近

30条，其中湿痹、风湿、寒痹、历节

等病症的描述与类风湿关节炎症

状极为相似，他创立了诸多方剂，

充分展示了祛邪扶正、辨证论治的

治痹思想，值得后世医家进一步研

究学习。

(1)治法以发汗祛邪，温经止

痛为主。《金匮要略》日“风湿相

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

临证多用附子、乌头配伍麻黄或桂

枝，如乌头汤、乌头桂枝汤、桂枝附

子汤等。尤在泾云：“寒湿之邪，非

麻黄、乌头不能去”，附子、乌头大

辛大热，温经散寒，除湿通络。《本

经》谓其“除寒湿痹”，《长沙药解》

称“其性疏利迅速，开通关腠，驱逐

寒湿之力甚捷”，麻黄发汗解表力

峻，乃汗法之首药，临床以温散法

治疗RA寒湿阻络证乃为正治。

(2)治则重标本兼顾，祛邪勿

忘扶正。仲景提出“但微微似欲汗

出者，风湿俱去也”，用麻桂等发汗

祛邪，慎防汗之过度而伤正气。如

乌头汤用黄芪配麻黄，使发汗不致

太过；乌头桂枝汤用白芍配桂枝，

则散中有收；当归四逆汤以当归为

君，以补素体血虚，配桂枝、白芍等

扶正祛邪，标本兼治，共奏养血温

经、散寒胜湿之功。

(3)用药则精炼灵活，注重辨

证论治。以著名的三附子汤为例，

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和白术附

子汤均以温经散寒之治痹要药制

附子为主药，都可用于风寒湿痹。

然从附子用量而言，桂枝、白术二

附子汤为3枚，甘草附子汤为2

枚；再从配伍而言，桂枝辛温发散，

善于祛风通络，桂附并用重在祛风

除湿；白术苦温，长于除湿，术附合

用能走皮内逐水气；甘草缓急，草

附相配，既能助附子止痛，又能制

附子之性。故桂枝附子汤偏于祛

风，以身体疼烦为主症，兼有不呕

不渴；白术附子汤重在除水湿，以

关节沉重疼痛不能自转侧为主症，

兼有大便硬，小便不利等；而甘草

附子汤虚实兼顾，祛邪止痛而不伤

正，见关节疼痛剧烈，兼有汗出短

气，恶风不欲去衣，身肿，小便不利

等阳气虚弱之象。在风湿证中仲

景运用附子的多少，关键是取决于

病家正气的盛衰，其配伍不同取决

于病邪的性质，病位深浅等。

近年来，采用中医经典方及其

加减方治疗风湿痹证以其疗效好、

副作用小而倍受欢迎，在痹证的防

治中越来越显出优势，因此对中医

古方的开发和中药新药的研究也

倍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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