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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温并用攻补兼施的组方思路及临床应用

# 吴美翠!

!!摘!要!寒温并用%攻补兼施是'伤寒论(中治病之大法# 本文举例阐述此治法及组方特点$并提
出个人临床应用体会#
!!关键词!'伤寒论(! 寒温并用!攻补兼施!组方!临床应用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者
泻之!虚者补之'!此乃治病之准
则" 然因人之体质有异%禀赋不
同%感邪性质有别%证有轻重!临
床多寒热并见%虚实兼夹!治疗上
需寒温并用%虚实兼治" )伤寒
论+对此论述颇为详尽!开后世治
疗之先河" 笔者于此举例探索其
组方之奥妙!以期指导临床实践"

3!寒温并用
寒温并用乃为寒热夹杂的病

证而设" 因寒热之邪之偏颇%病
变在表在里之异%在脏在腑之殊!
故选方用药亦有不同"
3=3!外寒内热!此为外感寒邪
束表!内有里热不宣" 治疗如外
解表邪!则里热炽盛!而清其里
热!则表寒被遏!对此需表里双
解" 而表里双解!则需分是表寒
重或是里热重!二者选方用药截
然不同"

如大青龙汤!证见 &太阳中
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
不汗出而烦躁者' /3086" 此乃为风

寒外束!卫阳被遏!郁而化热" 方
中麻黄与石膏并用!麻黄味辛%微
苦!性温!入肺%膀胱经!功擅发汗
解表%止咳平喘%并可利尿-石膏
味辛%甘!性大寒!入肺%胃经!功
擅解肌清肺%清泻胃火" 二味合
用!既可外解太阳之表寒!又可内
清阳明之里热" 但需注意大青龙
汤证是表寒重!里热轻" 故选药
重用麻黄 G 两!重在发散风寒之
邪!以解郁遏之阳气-其用石膏用
量为&如鸡子大'!意在清其郁遏
之热"

再如麻杏石膏汤!证见&发汗
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
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
膏汤' /30:;" 此为表邪入里!化热
蕴肺!肺气郁遏" 此时!肺气郁
闭!非麻黄不足以开之-热壅于
肺!非石膏不足以清之" 方中麻
黄与石膏用量不同!能调节发汗
的强弱" 麻黄量大于石膏!则重
在发汗-石膏量大于麻黄!则不发
汗而重在清解" 另外!汗出而不
忌麻黄!&无大热'用石膏!令人多

有疑窦" 不知汗出乃缘喘咳之
故!喘咳乃肺气郁闭所致!是以喘
证常有汗!故有汗不忌麻黄-无大
热者乃汗出之故!非肺无大热!是
以石膏可用矣" 麻黄石膏相配!
在)金匮要略+用之如越婢汤!证
见&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
渴!续自汗出!无大热' /80396!则为
宣肺泻热之麻杏甘石汤!演变为
发越风水之剂" 该方去杏仁而加
姜枣!则麻黄入膀胱及肺经而取
其宣肺利水之功!石膏清解肺燥
而有行水之力!二药相合则外可
发越水气!内可通调水道-姜枣合
用!调和营卫" 如是表里疏通!营
卫和调!则风水可愈矣" 越婢汤
今多用于急性肾炎确有良效!亦
可用于过敏性疾病!如偏于上部
之水肿%局部瘙痒%羞明怕热%口
渴喜饮等!酌加蝉蜕%白蒺藜%生
地%丹皮%荆芥"

笔者在临床喜用麻黄杏仁甘

草石膏汤加减治疗儿童之外感"
北方地区气候严寒!温差较大!而
小儿为稚阳之体!易患积食!每次
外感多为客寒包火" 客寒者外感
寒邪!包火者食积化热" 此时用
麻黄%石膏分解寒热互结之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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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荆芥%牛子%豆豉%薄荷等清解
宣泄之剂!药后汗出!表邪得解!
内热亦清!病可痊愈"
3=8!脾寒胃热!此为脾寒胃热!
中焦升降失司!寒热错杂!虚实兼
夹" 治疗如清胃热则脾更寒!温
脾阳则胃热更炽" 因脾为阴土!
属脏从阴!喜燥恶湿!感邪亦从寒
化-胃为阳土!属腑从阳!喜湿恶
燥!感邪亦从热化" 二者居于中
焦!职司升降!互为枢纽" 若饮食
不节!外邪客犯!则易损伤脾胃!
而致升降失调!证见痞证%下利
等" 对此仲景拟甘草泻心汤%半
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 方中以
黄芩%黄连之苦寒之性清胃热!降
胃气-干姜%半夏之辛温之性温脾
阳!升脾气" 如是苦寒与辛温相
合!苦寒而不伤脾阳!辛温而不助
胃热!达辛开苦降之目的!以复中
焦升降之枢纽!胃痞%下利之证可
愈"

脾胃病多以寒热错杂为患!
治以寒热之药配伍!有在表在里
之异!在脏在腑之别" 临床上需
辨寒热之轻重!施以不同方法!达
到辛温散寒不助热!苦寒清热不
伤阳之目的" 此类方剂如.附子
泻心汤为邪热内陷!又兼卫阳不
足!而见&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
者'-栀子干姜汤为&伤寒!医以丸
药 大 下 之! 身 热 不 去! 微 烦
者' /:068!为胸膈有热!中焦有寒-
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为&少阴病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
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
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
止脉不出者' /:0:46" 以干姜%附
子%甘草急温少阴欲绝之阳!加猪
胆汁苦寒乃为反佐!以防热药之
格拒!引阳入阴!达阳回阴生之
妙"

笔者应用泻心汤类方剂施治

脾胃病患者!寒重于热者加砂仁%
白寇仁之品!以温中化湿!醒脾开
胃-热重于寒者则加百合%生地之
类!以滋养胃阴!安未受邪之地-
而参枣甘温益气之品!为以补开
塞之用" 总之!治疗痞证需掌握
非苦泄而不能降阳和阴!非辛开
不能散其痞结!非益胃和中不能
通调上下" 肝病犯胃亦属多见!
笔者临床常取抑肝安胃之法" 在
通补阳明%苦辛开泄外!参入酸味
之品!如乌梅%枳壳%白芍之类!以
苦辛达郁!酸苦泄热!消补兼行"
此外!笔者常以舌质舌苔的变化
分辨其寒热虚实之程度" 舌质淡
者!多为虚为寒-舌质红者!多为
热为实-胖大齿痕者!为水饮内
停!阳虚不运-舌苔白腻者!湿热
为患-黄多者热重于湿-白多者湿
重于热" 权衡其变!择方用药有
规可循"

8!攻补兼施
攻补兼施适用于虚实夹杂病

证" 因虚实夹杂病证有阴阳气血
亏损之分!还有痰饮%水湿%瘀血%
邪气之别!在治疗上需根据正虚
与邪实之轻重缓急!权衡虚实之
度!达扶正不恋邪%祛邪不伤正!
务在补虚夺实!求其平衡!乃治疗
之准绳"
8=3!祛邪为主%扶正为辅!本法
适用邪实为主!正虚为次" 如先
以单纯祛邪为主!则正更虚!此时
必祛邪兼顾扶正!邪气去而正气
亦复" 如白虎加人参汤!证见&服
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
脉洪大者' /:067!&伤寒若吐%若下
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
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
而烦!欲饮水数升者' /:037;" 该证
乃为阳明经热炽盛!伤津耗气!但
以邪实为主" 此时不清泄阳明经

之热!则更加伤津耗气!故以白虎
汤清解阳明之热为主!加人参生
津益气" 如是邪正兼顾!清解而
不伤津!滋阴而助清热" 再如猪
苓汤!证见&若脉浮!发热!渴欲饮
水!小便不利者'!&少阴病!下利
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
者' /803:9" 此乃少阴阴虚!水热互
结" 此时独清热利水则阴亏虚!
而滋阴则水热难解!如清其热%利
其湿!少佐滋阴之品!则水热互
消!阴液以滋"

笔者在临床上!对阳虚%年老
体弱且症见发热恶寒%精神萎靡%
舌淡脉沉细者!用麻黄附子细辛
汤!往往达 3 剂知%8 剂已之神效-
对于年老体弱%易患感冒者!加玉
屏风散补气固表!治疗中有寓预
防之意!每收长期之捷效-对于肾
阳虚者!嘱服用金匮肾气丸之类!
以扶正而达祛邪之意"
8=8!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本法
适用于邪气盛正气虚!虚实并重"
此时扶正而为祛邪!祛邪则利于
扶正" 如附子汤!证见&少阴病!
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
者' /30366" 方中以附子%人参%白
术温阳益气而健脾!配以茯苓%芍
药利水渗湿而和血" 如是脾气
健%阳气复!则水湿可除!而水湿
化!血脉调!脾虚易复" 再如麻黄
附子甘草汤!证见&少阴病!得之
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
以 二 三 日 无 证! 故 微 发 汗

也' /:0877" 此乃少阴阳虚!兼感外
寒!而表邪较轻" 此时温阳解表
并用!则阳气得温而助解表!微发
汗解表而不伤阳气!表里兼顾!虚
实并举" 如竹叶石膏汤!证见&伤
寒 解 后! 虚 羸 少 气! 气 逆 欲
吐' /:0:35" 此乃伤寒瘥后!肺胃阴
虚!痰涎互结" 此时滋阴养胃则
痰湿易恋!而燥湿化痰则阴液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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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故以麦冬%人参%炙甘草益肺
胃之气阴!竹叶%石膏%半夏清化
肺胃之痰热" 如是滋阴而不敛
邪!清燥而不伤阴"

:!小结
综上所述!仲景之寒温并用%

攻补兼施之法的应用原则为散寒

而不助热!清热而不伤阳!攻邪而
不伤正!扶正而不敛邪!达表里疏
通!营卫畅行!寒热分解!邪去正
复" 该法从广义拓展循求!则法
中有方!方中有法!循其源探其

流!则万变万应!其妙无穷" 如十
枣汤之甘遂%芫花%大戟峻下逐
水!而加大枣缓中补虚!则为典型
之峻缓相配%泻实补虚之法-当归
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则用桂枝%
细辛%吴茱萸温通血脉!散血中之
寒!而配以芍药%大枣%甘草以缓
其刚燥之性!则为刚柔相济%补泻
兼施之法-黄连阿胶汤则用大量
苦寒性燥之黄连泻心火之亢!辅
以黄芩则泻火之力强但有苦燥伤

阴之弊!故配以阿胶之甘平滋阴

养血!芍药苦寒和阴!鸡子黄养血
除烦!从而达到泻火滋阴之效!则
为润燥结合%泻南补北之法" 诸
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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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痰" 方药相互为用!以取其效"
9[:!痤疮案!尚某!女!36 岁!郑
州人!有 8 年痤疮病史!近因痤疮
加重前来诊治" 刻诊.痤疮遍及面
颊%前额及下巴!色泽暗红!大如黄
豆!有的连成片状-口渴欲饮冷水!
手足不温!大便干结 #9 I7 日 3
行$!肛门灼热-舌质淡!苔黄略腻!
脉沉" 辨为阳明热结夹寒证" 治
当泻下热结!兼以温阳" 给予大承
气汤与大黄附子汤合方加味!药
用.大黄 38D#后下!煎 37 分钟$!
芒硝 34D#煎 8 I: 秒钟$!枳实 7D!
厚朴 89D!附子 37D!细辛 GD!生地

黄 :4D!牡蛎 :4D!海藻 :4D!生甘草
34D" G 剂!第 3 次煎 :4 分钟!第 8
次煎 87 分钟!合并药液!每日 3
剂!每天分 : 服" 二诊.大便通畅!
以前方 38 剂" 三诊.痤疮减轻!以
前方 38 剂" 四诊.手足温和!以前
方 38 剂" 五诊.诸证基本消除!为
了巩固疗效!以前方变汤剂为散
剂!每次 GD!每日分 : 服!治疗 : 个
月" 随访 3 年!一切尚好"

按!根据大便干结%肛门灼热
辨为阳明热结!再根据手足不温%
舌质淡辨为寒!因色泽暗红辨为血

热!以此辨为阳明热结夹寒证" 方
以大承气汤攻下热结-以大黄附子
汤温阳散寒通结-加生地黄清热凉
血!牡蛎%海藻软坚散结!生甘草清
热解毒%兼益气和中" 方药相互为
用!以取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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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内变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 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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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治外&心为之制'" 行正气者!无私无畏!心地坦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生活规律!动静适度!邪气不能袭" 行邪气
者!目贪五色!耳极五声!口嗜五味!久而久之!就会影响身心健康!扰乱体内免疫防卫系统!减低抗病能力!难免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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