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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和谦和解法治疗肝纤维

化的经验 

◆ 焦树德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的临床经… 

2004年第2期 — 老中医经验 

程士德论治痹证的思路与用药经验

作者：刘律伶 林秋良   点击次数：975次 

 

【摘    要】 程士德教授根据痹证临床之特点，析辨风寒湿三气之偏胜，以客者除

之、寒者温之等治则，灵活遣方，搜剔通络。并指出“正虚”是痹证的重要病因之

一，强调虚人不宜过用风药，必着重养血调血，或补气升阳，或强督益肾。且临证

须洞视枢机：澄阳虚之源，统治于脾；据阴阳互根，又酌以养阴。理法既明，方药

得彰，因此每获良效。 

【关 键 词】痹证； 老中医经验； 中医药疗法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100029，北京中医药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 

  程士德教授是全国名老中医，学验俱丰，论治痹症更是匠心独具，境界新辟。笔者有幸跟随学

习，自觉受益良多。今整理程老师论治痹证的临床思路与经验，以纶同道。     

1  搜剔通络，辨风寒湿 

  《素问·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若风胜者，因其善行数变之性，酸疼胀

痛多游走不定，程老师选用独活、羌活、防风、等祛风之晶。羌独活《本草纲目》用治“一切风并

气，筋骨挛拳，骨节酸疼”。《本草正义》以独活为“祛风通络之主药，能宣通百脉，调和经络，通

筋骨而利机关，故凡风痹萎软诸大证必不可少之药”。防风《本草纲目》用治“风行周身，骨节疼

痹”。此三味程老师于痹证而见风胜时每多用之。另外，常加入藤类药如青风藤、海风藤、鸡血藤、

络石藤，以其轻灵，易通利关节而达四肢。上四味祛风之余，青风藤柬能镇痛、止痒；海风藤善搜络

中之风邪，对游走性疼痛效果甚佳，人称“截风要药”；鸡血藤活血补血，疏筋活络，故《本草纲目

拾遗》用治“风湿痹痛，跌打损伤不可忍”。络石藤疏筋活络、宣通痹痛之余，又能凉血消肿，对肿

痛之症尤为适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风为阳邪，易伤阴而耗血，故而多佐以濡养阴血之晶，如白

芍、熟地黄。另外也常配川芎，以其为“血中之风药”，祛风兼寓行血而息风之意。 

  若寒邪偏胜，疼痛剧烈，痛处不移，关节屈伸不灵，遇寒则甚，得温则减。程老师临证时常选用

熟附片、制川乌、制草乌、细辛等温阳散寒，宣痹止痛。熟附片辛温气雄，匡扶元阳；其性善走，力

逐表里之寒湿。川草乌有大毒，一般制用，随证至多加至6g，并要求先煎30min以上为慎。其中熟附

片补火助阳之力稍胜，乌头散寒止痛之功较强，须明药性，因证机变。细辛以其辛温走窜，气盛味

烈，辛能开闭，温能制寒；故风寒湿痹之偏于寒者，或久痹寒痛不止者，用之每有良验。然而程老师

亦提醒我们：势大气雄之品，用之不慎恐有劫阴助热之弊，需谨慎审度，或佐滋阴养血为宜。 

  若湿邪偏胜，疼痛且重，或麻木不仁，则化湿之际，亦须选用散风制寒之晶如前述，再加之健脾

益气。程老师多以炙黄芪、白术、茯苓、苡仁等药物进行配伍，诚所谓“盖土强可以制湿而气自足，

自无顽麻也。”若湿久化痰，或关节肿胀明显，亦可师法朱丹溪从痰治痹，以白芥子、胆南星化痰通

络。白芥子《本草纲目》用以“散肿止痛”，治“痹木脚气，筋骨腰节诸痛”。其对痹证日久，化生

痰浊，脉络阻滞，关节肿痛之症尤宜。 

   程老师也常选用露蜂房、全蝎、蜈蚣、乌蛇肉、油松节、追地风、寻骨风等祛痹通络。露蜂房

《名医别录》用治“历节肿出”，对关节肿胀变形者针对性较强；但其有毒，程老师一般以10g为

度。全蝎、蜈蚣搜剔窜透，对痹证疼痛日久，邪气深经入骨，痰湿瘀浊凝滞者，能使浊去凝开，气血

冲和。乌蛇肉《本草纲目》云：“功与白花蛇同，而性善无毒。”主治“诸风顽痹”；取其“内走脏



腑，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之性，与前二味合用，其效益彰，且兼有止痒之功。油松节善治筋骨间风

湿，《名医别录》用治“百节久风，脚痹疼痛”，常用于屈伸不利或关节肿胀，与风药同用，则定痛

效果更彰。追地风用治风湿痹痛，筋骨酸疼。寻骨风则对于风湿痹痛而兼肢体麻木、筋脉拘挛者为

适；亦可配合伸筋草、透骨草同治筋脉拘挛，效果更胜。  

2  益气养血，护胃补肾  

  程老师认为“正虚”是痹证的重要病因之一，凡人正气内充，卫外为固，则邪不可干而不病痹；

若正气虚于内，风寒湿邪乘于外，内外相合，乃成痹证。是故治病求本，先澄其“正虚”之源。验诸

临床，痹证多见于女性，尤以产后、病后、或于较重的情志刺激后；此时机体气血不足，营卫失调，

加以风寒湿邪侵袭，则易感发此病。因此程老师常重用炙黄芪补气升阳，调益营卫。 

  程老师亦嘱咐我们久病虚人不宜过用风药，必以养血调血、培补化源为主。‘临床多合用芎归散

补血行血，尤其针对病后、产后发病的痹证患者，或久痹不愈的患者，以其多血虚不能濡养筋脉之

故。值得一提的是川芎因其辛温香窜，走而不守，《本草备要》谓其治“寒痹筋挛”，其活血行气、

驱风止痛之力较强，程老师于论治风湿痹痛时，每多用之。 

  程老师又指出：肾主骨，且为寒水之经，若寒湿之邪与之同气相感，深袭入骨，痹阻经络，则关

节闭塞而变形，筋骨失养而不得屈伸，因此临证时补肾温阳之品亦需斟酌加用，常选用狗脊、鹿角

霜、仙灵脾等。狗脊以其能祛风湿而强腰膝，《本经》称“主腰背痛，机关缓急，固痹寒湿痛”。若

腰背痛明显可人杜仲、续断同用。鹿角霜为血肉有情之品，强督脉而益肾阳，虽力不及鹿茸，然不滋

腻；《名医别录》用以治“四肢酸疼，腰脊痛”，于痹证每多良验。仙灵脾补肾壮阳而强筋骨，《本

草纲目》谓其主治“一切冷风劳气，筋骨挛急，四肢不仁”。对痹证而兼有肾阳不足者尤宜。 

   根据阴阳互根之理，程老师认为温阳补肾的同时，必须考虑滋肾养阴的配伍，一则使阳有所

依，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二则监制补阳药的温燥之性。张景岳论治痹证亦提出：“宜峻补真阴，使血

气流行，则寒邪随去。”程老师一般用熟地黄30g，若有发热症则改以生地黄。因地黄能滋肾水而补

真阴，《本草纲目》谓其“逐血痹……通血脉”。近代医家姜春华亦指出：大剂量的生地黄对改善痹

证发热症状收效甚佳。 

  痹证多见阳虚之候，而倚石认为：“凡阳虚之本，其治之有统，统于脾也。”况“脾为后天之

本”，主肌肉四维，为气血生化之源。因此程老师指出不论何种痹证，脾胃的盛衰与其疗效、转归、

预后都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再者痹证日久，耗气伤正，或者西药的长时间使用加重了脾胃负担，此时

固护脾胃尤显重要。且若脾虚失运，痰饮内生，留注四肢关节，亦可加重疼痛、重着、晨僵、肿胀等

症状。程老师常用木香、砂仁、焦三仙、陈皮等调理脾胃。 

  程老师指出：风寒湿三气为病，因个人体质不同，其证可兼夹，病有殊变，临床上须因证机变，

甚者常易辙而寻，不可拘泥一法、一方。至于生活与精神上的调适，也应嘱咐患者及家属多方配合，

对痹证才能有效而全面地予以治疗。致谢：本文承蒙程士德教授指导，谨表衷心感谢! 

 (收稿日期：200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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