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仲景从调治脾胃治疗诸脏病浅析

叶 进 沈庆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

注重调治脾胃，乃仲景疗病的一大特色。该法

不仅是针对脾胃肠疾患的有效手段，而且也常被运

用于其他脏 病的治疗中。《景岳全书·论治脾胃》

云：“脾为土脏，灌溉四旁，是以五脏之中皆有脾

气。”五脏六腑均赖由脾胃运化输布的水谷精微灌

溉、滋养，其中州作用不言而喻。脾胃与其他脏腑

的关系密不可分，仲景重脾胃，故对其余四脏的疾

病亦常以治脾胃为法。

心病治脾胃

如太阳病发汗过多，心阳虚者，用桂枝甘草

汤。桂枝辛甘性温，可入心助阳，又能补中；甘草

益气和中；桂、甘相合，辛甘助阳，“以调不足之

气”。中阳既振，心阳亦得复。桂枝甘草龙骨牡蛎

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桂枝加桂

汤、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等也都含有此意。再如

“胸 痹 心 中 痞， 留 气 结 在 胸， 胸 满， 胁 下 逆 抢

心”［$］，用人参汤温中补气。又如心脾兼病之脏躁，

治用甘麦大枣汤。该方虽有养心安神之功，然从整

个方剂的用药来看，补脾的成分更为突出。方后明

言此方“亦补脾气”。神志活动基于脾胃化生之气

血，脾胃升降相因是调节神志活动的重要方式。所

以，调治脾胃是治疗神志疾病的重要手段［!］。还有

心肺阴虚内热的百合病，也可以从治脾胃入手。所

用方如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代赭汤、百

合鸡子汤、百合滑石散等均以百合为主药。百合能

清心润肺，《神农本草经》载其有“补中益气”的

作用。中气得健，则心肺之虚可复。现代亦有医家

喜用此药治疗脾胃疾病，如用于胃炎等消化系统疾

病有良好疗效。名老中医路志正深谙心与脾的生

理、病理 关 系，以 治 脾 之 法 调 治 冠 心 病 常 获 良

效［#］。有人对脾气虚证血液流变的初步研究表明，

脾气虚者多有心气虚并存，临床可见心绞痛或慢性

心功能不全的发生，这也可视作心病补脾、心脾同

治法则的依据［%］。

肺病治脾胃

虚热肺痿，“大逆上气，咽喉不利”［&］，用麦门

冬汤止逆下气。方用人参、甘草、大枣、粳米健脾

和胃、益气生津。气、津充沛，上输于肺，则虚火

自敛，诸症可消。虚寒肺痿治以甘草干姜汤，甘草

益脾，干姜温中，培土生金，温复肺气。现代有医

家根据“四季脾旺不受邪”的理论，在慢性阻塞性

肺气肿的辨治过程中，采用健脾之法，不仅有临床

疗效，还可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对慢性阻塞性肺

气肿的康复具有积极意义［&］。以四君子汤控制肺痨

病情的发展，用理中汤加减治疗老年性慢性支气管

炎皆有效，其意同此［’］。有学者结合现代医学研究

对中医“培土生金”法的机理作了探讨，认为培补

脾土可以促进肺组织的修复，增强呼吸肌的功能，

提高呼吸系统的防御机能，从而改善肺的功能状

态［(］。此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肝病治脾胃

“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因肝脏受邪而

生他病之势，临床当引起高度重视。盖肺为娇脏，

喜润而恶燥，喜清肃而不耐寒热。燥为六淫之一，

最易耗肺伤津，因此，)*+ 初期感受温燥之邪而出

现津耗阴伤之象者，自不必多说。慢性迁延期，表

邪不解，入里化热；痰浊内阻，郁而化热。二者皆

可导致热灼津伤燥生，故此阶段肺阴亏虚之燥咳证

最为常见。阴虚易招燥邪侵袭，燥邪又易耗津伤

阴，如此反复，恶性循环，使得阳亢、火旺、风

动、气逆之势愈演愈烈，从而极易产生诸如哮病、

喘证、咯血等变症。临床观察表明，)*+ 慢性迁延

期肺阴亏虚证最为常见，如治疗不及时或用药不

当，就有可能诱发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

（+,)-）、自发性气胸，甚至支气管扩张大咯血等

危象。因此，在 )*+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当高度警

惕干咳等燥象的出现，治疗上或清宣润燥，或养阴

润燥，或二者相合为用，最终达到防微杜渐、预防

他病发生的目的。

总之，感染后咳嗽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临床特

点，其病机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病情转归

亦有些许征象可依。故治疗上当谨守病机，知常达

变，严防并发症的发生，方能彻底治愈此沉疴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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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泄失职，气血郁滞，着而不行所致。用旋覆花汤

治之。方以旋覆花为主药，善通肝络而行气，《神

农本草经》载其有“补中，下气”之功。《金匮要

略》首条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

论，本方一则行气活血以解气血郁滞；一则补中实

脾，以防肝邪传变，与首条经旨颇为合拍。名医章

次公 治 胃 脘 痛、胃 溃 疡 之 类 的 疾 病，常 用 旋 覆

花［!］，殆亦取其行气补中之功。肝经阴寒所致的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以吴茱萸汤主之。吴茱

萸散阴降逆，人参、姜、枣补中益阳气。中阳转

运，则肝经阴寒可散。当归芍药散治肝脾不和之腹

中绵绵作痛，方中既以归、芍、芎调肝和血，又用

白术、茯苓、泽泻健脾渗湿。现代有医家认为，脾

虚往往贯穿慢性肝病全过程，因而《金匮要略》的

酸甘焦苦、健脾化湿法是治疗该病的主要原则，助

脾运 胃 可 以 减 轻 肝 脏 负 担，有 利 于 肝 的 自 身 修

复［"］。在“脾旺不受邪”和“治肝先实脾”思想的

指导下，邱氏研制了以健脾实脾为主的系列方，治

疗“慢性乙型肝炎”千余例，临床疗效显著。并指

出，慢性乙型肝炎“形之于肝，治本在脾”、“虽在

治脾，正以救肝”。健脾实脾、温健脾胃，使脾旺

能化湿运湿，能较快消除慢性乙型性肝炎和早期肝

硬化患者出现的“肝病及脾”症状，迅速纠正肝硬

化的血浆蛋白比例倒置，消除虚寒湿痰瘀五因之

害，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肾病治脾胃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

极虚芤迟⋯⋯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

蛎汤主之。”［#］此乃肾阴虚导致肾阳虚以致阴阳失调

所致之证，其治却仍用甘温扶脾的桂枝汤，加龙骨

牡蛎以潜镇摄纳［##］。“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

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

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此肾气

乘外寒而动发为奔豚者。”［#%］予桂枝汤调和脾胃、

调和营卫，加桂以平冲降逆。脾胃乃营卫生化之

源，营卫充足、调和则肾气有制［##］。茯苓桂枝甘

草大枣汤所治“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

是肾邪乘虚上干于心，用此方“所以补火土而伐水

邪也。”［#&］既下又汗致肾阳虚而烦躁者，用干姜附

子汤。《神农本草经》载干姜、附子俱有温中功效，

中阳鼓动，阳气得以四布，可力挽残阳于未亡。真

武汤、附子汤也都是治肾阳虚之方。从用药来看，

二方都有附子、白术、茯苓、芍药，很明显治脾是

方中的一个重点。有报道以黄芪、党参、茯苓、白

术、陈皮、甘草等药组成健脾益气方剂，治疗慢性

肾小球肾炎 ’’ 例，总有效率达 !()&*［#’］。有研究

者以益气健脾方治疗阳离子牛血清造成的家兔膜型

肾炎模型，与对照组相比，可减少尿蛋白，提高血

清白蛋白，降低!%、"球蛋白及胆固醇，肾小球基

底膜之病理损害也明显减轻［#+］。

以上所述是较为典型之例，至于五脏病治疗中

包含调治脾胃法的，相当常见，不再一一列举。

脾胃位处中焦，上连心肺，下及肝肾，是五脏

气机升降的枢纽，为五脏活动提供能源。肺的宣

降，肝的升发，肾的摄纳、蒸腾，心火下降，肾水

上济等等，无不依赖脾胃。脾胃健旺，则生化有

源，升降得宜，五脏安和，百病不生；脾胃失和，

则外邪易侵，气血不足或失和，脏腑不安，诸证迭

起。调治脾胃以疗诸脏病实是有其生理、病理基础

的，而且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后世“脾

统四脏”之说，实乃发端于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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