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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胆泻肝汤化裁异病同治
临床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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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异病同治龙胆泻肝汤

龙胆泻肝汤为治疗肝胆实火、湿热下注的经典处方，方出

《医方集解》。笔者在临证中，根据祖国医学异病同治的基本法

则，应用龙胆泻肝汤化裁治疗病机同属肝胆实火、湿热蕴结之多

种疾病，取得满意疗效。兹举案如下。

1 眩晕

张某，女性，48岁，2008年4月21日就诊。患者平素性情急

躁，嗜食辛辣，近日因工作压力大与同事发生口角，随即出现眩

晕，头胀眼胀，血压155／95mmHg，自服左旋氨氯地平(施慧达)、

血塞通等，疗效不佳。就诊时诉头晕头胀1周，眼胀，胁肋胀满不

舒，口苦，心烦，睡眠差，耳鸣，纳差，大便干结，小便黄，舌质红苔

黄，脉弦细。辨证属肝经实热扰乱清窍。治宜清肝泻火。予龙胆

泻肝汤化裁：龙胆草159，黄芩159，栀子209，柴胡129，车前子

129，泽泻159，木通129，生地黄159，当归尾159，夏枯草309，决

明子309，白芍159，枳壳129，厚朴129，钩藤159，生大黄99，生

甘草39。每日1剂，水煎分服。服药2剂后病情好转，头晕眼胀、

胁肋不舒等诸症大减，血压140／88mmHg，上方去厚朴、大黄，加

丹参159，天麻129。继服4剂，诸症消失，血压138／85 mmHg。

嘱调情志，节饮食，低盐低脂，适量运动。随访半年，血压维持在

133／82—135／88mmHg之间。

按：该患者性情急躁，嗜辛辣，极易滋生实热，每遇小事而大

动肝火，其症状为一派肝经实热之征。肝气不舒，火热上扰，则

头晕头胀、胁肋不舒、心烦耳鸣诸症齐现。采用龙胆泻肝汤清肝

泻火，加白芍、枳壳、厚朴等疏肝理气之品，以奏清泻肝热、调和

气机、平衡阴阳之效。

2 内伤发热

刘某，女性，38岁，2009年5月12 13就诊。患者自觉发热

心烦两月余，发热以午后及夜间为甚，每随情绪好坏而起伏，症

见手足心热，时有汗出，胸胁闷胀，烦躁易怒，面红lZl苦，纳差，

大便黏滞，小便黄，月经紊乱，色鲜红量多，舌红苔黄腻，脉滑

数。发热时体温为37．5．38．O℃。经x片等相关检查排除结核

病。辨证为肝胆湿热。治以清肝泻热。予龙胆泻肝汤化裁：龙胆

草159，黄芩159，栀子209，泽泻159，车前子159，当归159，生

地黄129，柴胡129，木通129，青蒿129，鳖甲129，知母129，枳

壳129，厚朴129，生甘草39。每日1剂，水煎分服。服药3剂后，

发热心烦大减，效不更方，加黄连129，续服6剂热退汗止，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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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皆除。

按：午后及夜间发热多见于阴虚火旺之证，即骨蒸潮热。然

本病实为肝胆湿热郁滞，郁热伤阴，故呈现午后潮热之象，其发

热乃郁热伤阴所致。而少阳胆经、厥阴肝经受湿热之困，亦每于

夜间发热，而至午夜更甚。湿热黏滞，缠绵难解，故病程绵绵不

愈。肝郁不疏，郁久化火，灼伤津液，而现胸胁闷胀，烦躁易怒，

手足心热，月经不调。其病本在肝胆湿热，当以清肝泻热为主。

采用龙胆泻肝汤清泻湿热，加青蒿、鳖甲、知母以滋阴清热，枳

壳、厚朴以疏肝理气解郁，共呈清肝泻热、理气育阴之功。

3 带状疱疹

高某，女性，51岁，2008年7月6日就诊。患者因罹患带状

疱疹3周，经西医治疗无明显好转而前来就诊。3周前，患者晨

起后自觉头痛、鼻塞、恶风，自服散利痛未缓解，2d后左耳后出

现疱疹，痒痛难忍，继则向左侧头面部漫延．予干扰素、阿昔洛

韦、聚肌疱、英太青、维生素B，等治疗无明显好转。就诊时症见

左耳前后及左侧额颞、发际成片状疱疹，疱疹周围皮肤发红，诉

头痛如刺，鼻塞，心烦口苦，胸胁闷胀，口淡无味，纳差，大便干

结，小便黄，舌红苔黄腻，脉滑数。辨证为邪热浸淫，肝胆郁热。

治以清泻肝胆，疏泄郁热。予龙胆泻肝汤化裁：龙胆草159，黄芩

159，栀子209，泽泻159，车前子159，当归159，生地黄129，柴胡

129，木通129，川芎159，防风129，荆芥129，白芷129，细辛69，

生甘草39。每日1剂，水煎分服。另用药渣煎水进行局部湿敷。

服药3剂后疼痛减轻，心烦口苦、胸胁闷胀好转；再服4剂后开

始结痂，局部皮肤颜色变浅，疼痛大减；继用4剂而痊愈。

按：带状疱疹是一种常见病，疱疹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细

胞，在免疫力下降时发病。中医谓之蛇串疮、缠腰火丹、蜘蛛疮

等。西医以抗病毒、干扰素等为主要治疗手段，但病程常常迁延

难愈。患者虽病位在头面部，但其症状实为湿热困扰，肝胆不疏

所致，故施以清肝泻胆之龙胆泻肝汤，直折其势；助以川芎、荆

防、自芷、细辛等宣泄之品，以透邪外出，故收效明显。

4 阳痿

何某，男性，34岁。2007年9月25日就诊。患者就诊前3个

月离异，其后交女友而房事不能。就诊时诉阴茎勃而不坚，难以

完成房事，头昏头胀，口苦，咽干而不欲饮，睡眠差，阴部潮湿，

小便黄，舌红苔黄厚，脉滑。辨证为肝胆湿热下注。治以清化湿

热。予龙胆泻肝汤化裁：龙胆草159，黄芩159，栀子209，泽泻

159，车前子159，当归159。生地黄129，柴胡129，木通129，知

母129，黄柏129，淫羊藿129，生甘草39。每日1剂，水煎分服。

服3荆后头昏口苦阴部潮湿缓解；继服4剂，述晨间勃起较坚；

再服6剂而愈，性事如常。

按：《类证治裁·阳痿》记载“亦有湿热下注，宗筋驰纵而致

阳痿者”。前阴为肝经所络，亦为宗筋所会。肝经湿热下注，必致

肝筋受累，湿热困顿，宗筋萎软而难司其职。本病舌脉症均为湿

热围困肝胆之征，故用龙胆泻肝汤清化湿热，以解宗筋之所累，

则诸症当能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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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胁痛

雷某，男性，36岁。2009年12月3日就诊。ld前因饮酒后

出现右上腹隐痛不舒，就诊时诉右上腹疼痛加重，呈持续性胀

痛，阵发加剧，向肩背部放射，伴恶心，口苦，恶寒，大便干结，小

便黄，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查体温38。C，皮肤巩膜无黄染，腹

软，右上腹压痛，无反跳痛及肌紧张。B超显示为急性胆囊炎。中

医诊断为胁痛；辨证属肝胆湿热，阻滞气机。治宜清肝利胆，疏肝

理气。予龙胆泻肝汤化裁：龙胆草159，黄芩159，栀子209，泽泻

159，车前子159，当归129，生地黄129，柴胡129，木通129，白芍

159，枳壳129，厚朴129，法半夏129，生大黄69，甘草39。每日1

剂，水煎分服。服药2剂后腹痛减轻，发热已退，大便通行，仍诉

口微苦，时干呕；上方去大黄，加少许生姜，继服3剂而愈。

按：肝居胁下，胆附于肝，肝胆两经布于胁下，故胁痛之病常

责之于肝胆。《景岳全书·胁痛》记载“胁痛之病本属肝胆二经，

以二经之脉皆循胁肋故也”。急性胆囊炎其症状与胁痛之肝胆湿

热相同，湿热蕴结肝胆，肝失疏泄条达，肝经失和，胆气郁滞，故

胁痛诸症悉见。当予清泄肝胆湿热之龙胆泻肝汤，药对其证，效

自显矣。

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虽症状体征不同，但只要病机相

同，即可用相同的治疗法则进行治疗，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治

疗原则，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笔者在临床工作中注重运

用异病同治理论，加强临床辨证，除繁就简，力求抓住疾病本质，

准确辨证，以达事半功倍的效果。

(收稿日期2009一12一“)

／J,JL夏季热的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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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d,JL夏季热辨证论治

笔者根据d,JI,夏季热的发病特点，归纳为4个不同证型，予

以论治。取得较好的疗效。现叙及如下。

1辨证论治

1．1 外感暑邪症见高热无汗，多饮多尿，神疲倦怠，胃纳不

佳，或伴有轻微的上呼吸道症状，苔白腻，脉滑数。此型多见于发

病初起。长夏暑湿较盛，d,JL形气未充，肌肤疏薄，卫外功能未

固，外感暑热之邪所致。治宜清热解暑为主，辅以化温和中。方用

香薷饮加味：香薷69，厚朴39，炒扁豆69，藿香、佩兰各69，覆盆

子、菟丝子各99，甘草1．59。每日1剂，水煎取汁，每隔2h服1

次。高热烦渴者加黄连；咳嗽者加薄荷、桑叶、杏仁、牛蒡子；呕吐

者加陈皮、竹茹；腹泻者加煨葛根、黄芩炭。

1．2 暑伤气阴症见发热、口渴、多尿、少汗，烦躁明显，精神

和食欲改变不大，发热大多早轻暮重，体温虽高而无头痛、恶

风寒等症，病程虽长，亦无化火入营等征象。舌苔薄，质红绛，

口唇干燥，脉滑数。此型由于暑热之邪内蕴，热久耗伤津气，或

山东省滕州市中医医院(滕州277500)

d,JL禀素阴虚复患本病所致。故治以消暑益气、护阴泄热为

法。方用王氏清暑益气汤加减：沙参、麦冬各69，知母99，甘草

1．59，竹叶、黄连各2．59，石斛69，鲜西瓜皮609，荷梗1尺，梗

米1撮。服法同上。汗少或无汗者加霍香、薄荷、霍佩等；烦躁

不安者加钩藤、紫贝齿、磁石；小便次多无度者加益智仁、覆盆

子、蚕茧壳等；胃热偏重者加重清泄胃热、益气生津之品，如鲜

芦根、石膏等。或单用白虎加人参汤：人参、石膏、知母、甘草、

梗米。

1．3 暑致下寒上热症见发热朝盛暮衰，头额无汗或少汗，

口渴多饮，小便清长多奇，纳呆便稀，精神萎顿，面色无华，虚

烦不安，下肢不温，舌淡苔少，脉濡细而数。此型多见于因先

天不足，肝肾本虚，或久泻后复患本病的患儿。治宜温下清

上，护阴潜阳。方取温下清上汤：制附子69，黄连39，煅龙齿

189，煅磁石249，太子参、补骨脂、覆盆子、桑螵蛸、白莲须、菟

丝子各69，缩泉丸(台乌药、益智仁、淮山药)129(包煎)。随症

加减。

1．4 暑伤脾气症见发热、多饮、多尿、少汗，大便溏泄，四肢

不温，面色咣白，形体消瘦，苔薄白质淡红，脉濡等。此型大多见

于本病E1久未愈，暑伤脾气者，或因禀素脾胃虚弱，或久泻后继

患本病的患儿。治宜补中益气，健脾止泻。方用钱氏白术散：党参

99，炒白术69，茯苓99，甘草1．59，煨葛根、藿香各69，木香39，

补骨脂69，煨益智99。随症加减，服法同上。

2 病案举例

例1：王某，女性，3岁。2005年7月10日初诊。发热旬余，

每晚加重，曾用退热药、抗生素无效。体温39．6。C，无头痛恶寒，

皮肤干燥无汗，口渴多饮，烦躁不安，小溲频繁，舌红少津，脉濡

数。此乃暑热之邪内蕴，热久耗气伤津所致，属夏季暑气阴两虚

之证。拟投清暑益气，护阴泄热之剂。处方：党参69，石膏129，知

母4．59，梗米99，甘草1．59，沙参、麦冬各69，竹叶39，荷叶1

角，荷梗1尺，黄连39。连服3剂后，汗出热退，多饮多尿渐减。

但病后体虚，故再予调元清暑之剂，原方石膏易石斛69，党参加

至99。服3剂后诸症全平。

例2：贾某，男性，20个月。初诊2006年7月25 13。发热近

2周，伴多饮多尿。体温38。C，面色苍白，食欲减退，头额干灼汗

少，但两足不温，口渴狂饮，小便清长频数无度，大便如常，伴虚

烦不安，苔薄腻，舌淡红，脉濡数。此乃下寒上热证。治拟温下清

上佐以芳化之法。处方：鲜藿香、佩兰各69，制附片4．59，黄连

1．29，磁石309(先煎)，补骨脂、菟丝子、覆盆子、桑螵蛸、白莲须

各69，缩泉丸129(包煎)。服3剂后热退，两足复暖，诸症悉平。

再连服3剂以巩固疗效。

3 结语

笔者针对本病临床所见的不同症状，归纳为以上4型，并加

以审证、求因、立法、论治。但病不尽证，临床上既要强调整体观

念，更应注意病情差异，不能拘泥于一证一方，必须灵活地辨证

施治。婴幼儿体质娇脆，属稚阳之体，行气未充，暑热之邪易耗气

伤津，故立法上宜以轻清流畅，无伤正气为准则。用药上勿使热

而不居，寒而不凝，使清热而不抑阳，养阴而不碍胃，助阳和育阴

兼顾，细加斟酌，使阴阳调和，方可取得满意效果。

(收稿日期20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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