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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凤阁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
授，著名中医学家、温病学专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沈教授

行医、从教 ６０余载，学识渊博，经
验丰富，临床疗效卓著。笔者随沈

教授应诊以来，聆听教诲，受益颇

多。兹撷取验案三则，以飨读者。

１　鼻衄案
莫某，女，６５岁，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２３日来诊。口腔溃疡时愈时发已
近五年；近年余来，右鼻腔时或衄

血，色鲜红，曾经市某三甲医院检

查无异常发现，运用填塞及冷冻等

方法远期无效。平素咽喉作干，苔

少，脉细略数。辨证为阴虚阳亢，

治拟养阴泄热。药用：生地１２ｇ，粉
丹皮１０ｇ，玄参１５ｇ，天麦冬各１０ｇ，
知母１２ｇ，川石斛１２ｇ，白薇１２ｇ，白
茅根３０ｇ，小蓟１２ｇ，怀牛膝１２ｇ，旱
莲草１２ｇ，熟女贞１２ｇ，南北沙参各
１２ｇ，７剂。笔者一直随访，２年逾
鼻衄及口腔溃疡一直未作。

按　《景岳全书·卷三十》：
“衄血虽多由火，而惟于阴虚者尤

多，正以劳损伤阴，则水不制火，最

能动冲任阴分之血。”此衄家年高

形瘦，烦劳过度，肝肾素亏，消耗阴

液，虚火上炎，发为口疮；肺阴不

足，而为鼻衄。此患者口疮、鼻衄、

咽喉作干、苔少、脉细略数皆为一

派阴虚火旺之征。药用生地、丹

皮、白薇清热凉血；生地、玄参、天

冬、麦冬增液滋阴；川石斛、南沙

参、北沙参养阴生津；怀牛膝引热

下行并补肝肾；旱莲草、熟女贞补

肾养肝，且旱莲草凉血止血；白茅

根、小蓟清热凉血止血。全方虽用

药平平，但辨证精当，诸药共起滋

阴泄热之功，阴复阳潜，热轻血宁

则鼻衄自止，口疮痊愈。

２　口疮案
秦某，女，２５岁，２００９年 ２月

２８日初诊。口腔溃疡自５岁左右
始发，随后此起彼伏，从未得到有

效控制。现口唇内侧见有四处糜

破，舌面两处，大便干结如羊屎状，

２～３日一行，月经适净，周期尚
准，临行少腹冷痛，有血块，５天结
束，苔少，脉细，治拟生津养液，润

肠通腑。药用：南北沙参各１５ｇ，天

麦冬各１２ｇ，川石斛１５ｇ，玉竹１２ｇ，
制黄精 １５ｇ，火麻仁 １２ｇ，郁李仁
１２ｇ，生熟地各１０ｇ，全当归１０ｇ，炒
赤白芍各 １０ｇ，上肉桂（后入）６ｇ，
紫丹参 １２ｇ，炒延胡 １０ｇ，制香附
１０ｇ，７剂。嘱其多吃粗纤维食物。

２００９年３月７日药后口腔溃
疡明显改善，现仅唇内有一处新发

溃破，便秘亦有改善，手足心汗多，

身躯无汗，有痛经病史，苔少，脉

弱，治拟前法出入。原方去郁李

仁，加碧桃干 ３０ｇ，糯稻根 ３０ｇ，７
剂。后断续使用前方加减治疗一

个多月，口腔溃破已无，痛经亦有

很大缓解，患者自行停药。笔者回

访一个月余，口腔溃疡未发。患者

云其体力亦恢复很多。

按　患者先天禀赋不足，阴虚
内热，虚火上炎，发为口疮；阴液亏

耗，肠失于濡润以致便秘。方中南

沙参、北沙参、天冬、麦冬、川石斛、

玉竹、制黄精益气养阴生津；火麻

仁、郁李仁润肠通便；生地、熟地、

当归、炒赤芍、炒白芍、紫丹参补血

和血调经且利便秘；肉桂引火归元

温经通脉止痛；炒延胡活血行气止

痛；制香附调经止痛；全方共起清

养阴津、调经止痛、润肠通便之效。

二诊便秘改善，去郁李仁，加碧桃

干、糯稻根以敛阴止汗。其中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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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不仅具有滋阴养胃、生津之

功，且在宋及宋以前本草中曾多次

记载有补肾益精、强壮筋骨之效，

如《日华子本草》认为：“治虚损劣

弱，壮筋骨，暖水脏，轻身，益智，平

胃气，逐虚邪”。至于调经一说，

《陈素庵妇科补解》调经门之一云：

“故治妇人之病，总以调经为第

一”；沈老每遇妇人之病，月经不调

者但先调经，同时治疗诸疾，常能

事半功倍。

３　阳痿案
张某，男，３８岁，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１８日初诊。近一月来，两膝凉冷
稍酸重，性功能差，勃起不强，易早

泄，便纳可，苔白稍腻，脉沉，治拟

益肾强阳。生熟地各１２ｇ，山萸肉

１２ｇ，怀山药 １２ｇ，茯苓 １２ｇ，泽泻
１２ｇ，淡附片 １０ｇ，肉桂 ８ｇ，当归
１０ｇ，炒白芍１０ｇ，炙蜈蚣３条，怀牛
膝１２ｇ，川断１２ｇ，补骨脂１０ｇ，７剂。
诊毕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嘱患者起

居有常，饮食有节，精神放松，消除

精神压力。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５日诸症轻减，
苔薄白微腻，脉弱，治守原意加味。

原方加菟丝子 １２ｇ，独活 １０ｇ，１４
剂。药后回访，诸症全无获得

痊愈。

按　此患者曾居住阴冷潮湿
之处甚久，外感寒湿，伤及肾阳，则

两膝凉冷酸重；肾阳疲怠则性功能

差。方取附桂地黄丸加减治疗：生

地、熟地、山萸肉、怀山药、茯苓、泽

泻、淡附片、肉桂相合共起补肾助

阳；怀牛膝、川断补肝肾强腰膝；补

骨脂补肾壮阳且能温脾阳；蜈蚣壮

阳起痿，疏达肝脉，畅行宗筋；当

归、白芍活血和血，且制蜈蚣辛燥

过度，刚柔并济。现代药理亦证明

蜈蚣有性激素样作用，可以明显提

高男子性兴奋性。二诊加菟丝子

补肾阳益肾阴，为平补阴阳之良

品；独活辛散苦燥，祛外湿，止痹

痛。另阳痿一证极易引起情志不

畅，肝失疏泄，则宗筋驰、气血失

调，加重病情。因此沈老在治病过

程中非常重视精神因素对于病情

演变及治疗效果的影响，既重视治

病，又注重治“心”，这亦是沈老临

证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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