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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厥阴病欲解时”治疗胸痹验案举隅※

● 吴春丽１ 　 王兴臣２▲

　 　 关键词　 厥阴病　 乌梅丸　 胸痹

　 　 胸痹是临床常见的心系疾病，
甚则胸痛彻背，喘息不得平卧，属

难治性疾病。历代医家常从气滞、

血瘀、寒凝、痰浊、气阴两虚、心肾

阴虚、心肾阳虚等证论治。笔者跟

随导师王兴臣教授学习以来，发现

老师擅从六经欲解时入手，每获良

效，深受启发，兹举案例如下。

１　 验案举例
胡某，女，６１ 岁，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初诊。主诉胸闷胸痛阵作 ２
余年，于当地服用益气活血之中药

治疗，症状未见明显改善。近来症

状加重，尤以生气后明显，用手揉

按后减轻，仔细询问病史，诉常常

于凌晨 ２ ～ ３ 点左右因阵发胸闷胸
痛而惊醒，下半夜发作频繁，伴口

苦口干，舌红，苔白，脉沉弦。处

方：乌梅丸加减。药用：乌梅 ４５ｇ
（去核，醋泡），黄连 ６ｇ，黄柏 ６ｇ，当
归 ９ｇ，细辛 ３ｇ，桂枝 ９ｇ，人参 １２ｇ，
干姜 ９ｇ，川椒 ３ｇ，炮附子 ９ｇ（先

煎）。共 ７ 剂，水煎服，日 １ 剂。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复诊：药后

胸闷好转，夜间不易惊醒，自述服

药后关节疼痛，伴口苦，口干，舌

红，苔白，脉沉。予上方合小柴胡

汤加减，即上方加入柴胡 １２ｇ，黄芩
９ｇ，半夏 ９ｇ，大枣 １５ｇ，生甘草 ６ｇ。
使邪从少阳出。

三诊时诸症平妥，后随访一月

病情逐步向愈。

２　 讨论
患者发病初期，拘泥于一般的

辨证分型治疗常法，治疗效果不

佳，未能切中病机要点。后从“六

经病欲解时”的思路入手，考虑到

患者胸闷加重时间是在下半夜，据

《伤寒论》云：“厥阴病欲解时，从

丑至卯上。”即凌晨 １ ～ ７ 点均为厥
阴主时，患者病情加重时间是在凌

晨 ２ ～ ３ 点，符合“厥阴病欲解时”
的特点。“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

见少阳。”厥阴为风木之脏，内寄相

火，病入厥阴则木火上炎，疏泄失

常，影响心神，导致半夜惊醒。此

时，阴之初尽，阳之欲张，厥阴欲解

而阳气虚衰致不解，阴阳之气不相

顺接，胸阳失于温煦致胸闷胸痛加

重。既属厥阴病，当考虑其代表方

剂乌梅丸，用乌梅丸辅助以助

其解。

乌梅丸首见于《伤寒论·辨厥

阴病脉证并治》和《金匮要略·趺

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

证治第十九》，为厥阴病的主方。

《伤寒论》３２６ 条：“厥阴之为病，消
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

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乌梅丸

主之。”常规认为，乌梅丸主要治疗

蛔厥或久利，并非治疗胸痹之主

方，实则大大局限了该方的临床应

用。吴鞠通提出：“乌梅丸为寒热

刚柔同用，为治厥阴、防少阳、护阳

明之全剂。”清代叶天士在其《临证

指南医案》中，广泛运用本方于外

感、内伤诸疾等近二十种病症。刘

芳等［１］曾对临床运用乌梅丸的文

献和资料进行了探讨，选取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所收录的（１９５８ ～ ２００９
年）中医药临床报道，结果发现，乌

梅丸共涉及 ５８ 种中医病名，７５ 种
西医病名，覆盖多个系统。２０１４
年《第三届龙砂医学国际论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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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中收录的乌梅丸验案，涉及

内、外、妇、儿各科，亦有诸多疑难

顽证等［２］，可见其辨证应用乌梅丸

之广泛，充分说明乌梅丸为一首屡

试不爽的亘古奇方。

本例患者紧紧围绕胸闷胸痛

症状于下半夜加重及凌晨 ２ ～ ３ 点
惊醒的特点，以厥阴病欲解时病症

未解为机，从厥阴论治。全方重用

乌梅，取其“味酸平，主下气，除热，

烦满，安心”（《神农本草经》）之

效，味酸以防阳气外越，使阳气内

敛；入厥阴肝经以补厥阴之体；清

上温下，主调理厥阴枢机不利。附

子、川椒、细辛、干姜大温大热之品

以温下寒；黄连、黄柏以清上热；人

参、当归益气养血；合桂枝以温通

经脉。全方从厥阴病机立法，寒温

并用，诸药配伍，故可奏效。复诊

时患者自述关节疼痛伴口苦口干，

《伤寒论》少阳病篇 ２６３ 条云：“少
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说

明此时邪气由厥阴转入少阳，符合

六经传变之规律，阴极阳复，疾病

向愈。

运用六经欲解时的理论，观察

某一疾病加重或减轻的时辰，便可

推之为何经之病。《伤寒论》云：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临

床上凡症状主要在这个时间段发

生及加重的病，均可从厥阴病论

治。《素问·阴阳离合论》云：“三

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

少阴为枢。”《素问·至真要大论》

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

尽也。”两阴交尽谓之厥，厥为阴之

初尽，即是阳之初生，病至厥阴，表

明阴寒至极，物极则反。两阴交

尽，由阴出阳，若阴阳之气不相顺

接，则阳气不出，疾病不能向愈或

逆传少阴转为危重；若阴极阳复，

阴尽而阳生，使邪气从少阳出，则

病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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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沉香惹人醉
在投资收藏领域，有一种比黄金价格高出数十倍的木头，它便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吃香的“沉香”，１ 克特级沉香价

格居然高达 ５０００ 元，而且奇货可居，怪不得让收藏家门如痴如醉。那么，神奇的沉香为何会有如此高的身价呢？

沉香属双子叶植物药瑞香科，也是一种药材名。沉香又叫水沉香，李时珍曰：“木之心节置水则沉，故名沉水，亦曰水

沉。半沉者为栈香，不沉者为黄熟香。”国内沉香主产于海南、广东、广西、香港、云南；进口沉香主产于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越南等地。由于生长环境独特，货源稀少，导致它的身价日益提高。

说到沉香，有个美丽的传说。据史书记载，沉香在唐朝已传入广东，宋朝普遍种植，因为主要集中在东莞地区，所以

又名莞香。关于莞香，当地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莞香的洗晒由姑娘们负责，她们常将最好的香块偷藏胸中，以换取脂

粉，香中极品“女儿香”由此得名。

沉香的使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的《名医别录》中，就记载了沉香的药用价值。沉香具有行气止痛，

温中止呕，纳气平喘的功效。同时，沉香也是把玩的上品。品香、玩香、熏香已经成为收藏家们的一种时尚爱好。

正因为沉香有着独特的功效，所以在古代就落入了文人雅士的“法眼”。宋代晏殊云：“宿酒才醒厌玉卮，水沉香冷

懒熏衣，早梅先绽日边枝。”晏殊之子晏几道谓：“御纱新制石榴裙。沉香慢火熏。越罗双带宫样，飞鹭碧波纹。”从诗词

中可以看出，晏家父子有沉香熏衣的习惯。实际上，在秦汉时期，王公贵族就已使用沉香熏衣上朝，选吉庆之日用沉香沐

体迎神。

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多次提到沉香。如第五回：“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到房门，便有一股细

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说‘好香’，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又如第十九

回：宝玉“只闻得一股暗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

黛玉笑道：“冬天十月，谁带什么香呢”，“想必是从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贵妃所用御香非同一般，

贵妃省亲时，有太监提着“销金提炉焚着御香”，大观园内“但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

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由此可见，古代富贵达人对沉香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