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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立新运用牛膝木瓜汤加减治疗腰痛病验案1则
杨 敏 1 温立新 1，2▲

摘 要 牛膝木瓜汤是宋代医家陈无择创立的六庚年三因司天方，用于庚子年岁金太过，肝木受

邪之证。温立新教授立足“天人合一”的经典思想，巧用牛膝木瓜汤加减治疗腰痛病患者，临床疗效

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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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病是指腰部外感六淫之邪或受情志内伤之

扰，或是跌仆损伤等引起以局部疼痛为主症的一类病

症，其涵盖了现代医学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腰肌劳损、

腰椎管狭窄症等疾病[1]。腰痛病是临床上中老年人群

易患的疾病，近年来发病呈现逐渐年轻化的趋势。腰

痛病的病机较为复杂，《证治准绳·腰痛》提到：“彼执

一方治诸腰痛者，固不通矣。有风、有湿、有寒、有热、

有挫闪、有瘀血、有滞气、有痰积，皆标也。肾虚其本

也。”可见腰痛病的病性为本虚标实，以诸多六淫邪气

为标，以肾虚为本。腰为肾之府，现代人长期熬夜、久

坐办公、房事不节等不良的生活方式，易耗伤肾之精

气，虚则无以滋养腰府，加之外邪乘虚而入，腰府经络

痹阻，失于濡养，则腰痛愈发。现代医学对于腰痛的

疗法主要有非甾体类消炎药止痛治疗、局部注射药物

封闭疗法、物理康复治疗等，重症患者多以手术治疗

为主[2]。中医学对于腰痛病的治疗主要有中药内服、

针灸、推拿拔罐、穴位注射、中药熏蒸、埋线等，可以单

用，也可以灵活组合运用[3]。

《素问·六节脏象论》提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

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运气理论对于疾

病诊疗的重要性由此可略窥一二。五运六气理论是

古人研究天时气候的变化规律，以及该变化规律对生

命影响的一门学说[4]。人处于天地自然界，会受其变

化规律的影响，而自然气候变化的常与异，对于人体

的生命活动，尤其是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

响。现代气象学研究发现，气象因子的变化与人体健

康状况密切相关[5]。

温立新教授（以下简称“温教授”）乃福建省名中

医。温教授立足于经典，以运气理论为指导，根据患

者就诊时及出生时整体运气情况辨治，疗效甚佳。现

择笔者跟师病案1例，报告如下。

1 病案回顾

王某，女，49 岁，2020 年 12 月 15 日初诊。主诉：

腰部酸痛 1年余。患者于 1年前绝经，绝经后开始出

现腰部酸痛，偶有双下肢放射痛，持续至今，曾行腰椎

CT提示“腰椎间盘中度突出”。近来腰部酸痛加剧，

性情较为急躁，偶有潮热，耳鸣，口干，夜寐眠浅易醒，

白天精神尚可，二便常。舌淡，尖稍红，苔薄白，脉细

弱无力。西医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诊断：腰

痛，辨为肝肾不足证。治法：补益肝肾，解郁安神。处

方予牛膝木瓜汤加减，药用：怀牛膝 15  g，木瓜 12  g，
枸杞子12  g，杜仲15  g，菟丝子15  g，天麻10  g，炒酸

枣仁 18  g，生姜 9  g，桑寄生 30  g，独活 12  g，合欢皮

30  g，远志 12  g，香附 12  g，炙甘草 6  g，大枣 9  g。共

７剂，水煎温服，日 1剂，分 2次服。嘱回家后需卧硬

板床，慎起居避风寒，避免长时间站立、行走，适当加

强腰背肌功能锻炼，如进行“拱桥式”锻炼。锻炼方

法：患者仰卧于床上，双腿屈曲，以双足、双肘和后头

部为支点用力将臀部抬高，如拱桥状，持续3～5  s，然
后缓慢放下，休息3～5  s后再重复上述动作。一般每

日锻炼20～40次，约持续5  min左右。

2020年12月30日电话回访，腰痛较前明显减轻，

药店取药续服7剂，症状基本已失。之后随访1个月，

病情未复发。

·验案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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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本案患者以腰痛为主症，观其脉证，主病机

为肝肾亏损。患者年过“七七”，天癸竭，肾气衰，加之

庚子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则肝阴亏虚；

肺为金，肾为水，金为水之母，金燥太过，则不能生水，

肾阴自亏，且水为木之母，肝木受邪，子盗母气，愈使

肾水枯竭。故选用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六

庚年主方牛膝木瓜汤以滋补肝肾。方中以牛膝逐瘀

通经，补肝肾，强筋骨；木瓜酸、温，可柔肝缓急，舒筋

止痛；杜仲助牛膝补益肝肾，尤补肝阴以强筋骨；天麻

平抑肝阳，祛风通络；菟丝子、枸杞子滋补肝肾；独活、

桑寄生益肾壮骨，通痹止痛；香附、合欢皮疏肝解郁；

酸枣仁、远志宁心安神；生姜、大枣、甘草和胃气，调和

诸药。诸药合用，切中病机，使疾病向愈。

2 讨论

本案患者就诊时间为 2020年 12月 10日，时值庚

子年大雪后，岁运为金运太过，在泉之气为阳明燥金。

《素问·气交变大论》提到：“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

受邪。民病……肩背痛，尻阴股膝髀腨足皆病，上应

荧惑星。”《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到：“岁阳明在泉，燥

淫所胜，则霿雾清瞑。民病喜呕，呕有苦，善大息，心

胁痛不能反侧，甚则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

庚子年岁金太过，在泉之气为阳明燥金，为同天符年，

天符年为审平之纪，收而不争，杀而无犯，既往身体健

康者多不易出现各类疾患。然患者出生于 1971 年，

为辛亥肾水不及之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风火相煽，真水被耗，素体则肾水不及，加之年过七

七，天癸已竭，身体受内外环境的影响，易导致肾阴阳

平衡失调而发病。庚子年肺燥金伤，母病及子，则易

发肾阴不足之腰痛；肾阴不足，水不涵木，阴不制阳则

潮热；阴液不足，无以上承口腔则口干；肝阳偏亢则性

情急躁；肝阳上扰清窍则耳鸣；肝失疏泄，气机阻滞，

肝郁阳亢则见失眠。

本案选定处方为六庚年主方牛膝木瓜汤，来源于

宋代著名医家陈无择所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牛膝木瓜汤由牛膝、木瓜、芍药、杜仲、枸杞子、黄松

节、菟丝子、天麻、炙甘草组成。清代缪问解此方曰：

“此治岁金太过，肝木受邪之方也……用药之例，补肝

血者可以从酸，补肝气者必不得从辛矣，何则？可育

肝之阴，辛则劫肝之血也。”所以本方用牛膝酸苦为君

补益肝肾，木瓜酸涩为臣柔肝缓急、舒筋止痛，同入足

厥阴肝经，以苦酸制燥；再佐以白芍、杜仲、枸杞子、菟

丝子、天麻养肝之阴，制肝之风；复以松节通络止痛；

炙甘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诸药合用，切中病机，虽

有岁气横之，亦可酸苦制之。

《素问·天元纪大论》强调：“夫五运阴阳者，天地

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

之府也。”运气学说是天地之道，是古代医家智慧的结

晶，是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集中体现。医家陈

无择把握自然界动态的变化，察天识地，了解人体随

着自然界的生、长、化、收、藏而发生变化的规律，针对

历年的运气特点及人体发病趋势进行总结，制定了三

因司天方，为后世医者对于疾病的诊治提供了一条新

思路，特别是对于一些疑难杂症的诊治，提供了有力

的参考。

温教授善用经典，也强调临床治疗过程中需要抓

住患者的先天运气体质及流年的运气特点，结合当下

的舌脉、症状等进行整体的辨证分析。治疗上要注意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协调人体内环境

与自然界大环境的整体和谐；用药上不拘泥于“运气

方”，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只要能抓住患者的核心病

机，无论经方、时方、运气方皆可运用。临床以此成

方，往往能收到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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