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上图町见，肺的本脉为浮，心的本脉亦为浮，

但略沉于肺。脾的本脉为中，肝的本脉略沉于脾，亦

应为中?因其位同在膈F，均应配于两关，本脉亦应

为中。这完全符合中医理论，即使把肝脉不列为巾，

而列为沉，亦应在中与沉之间，不能与肾之沉等

同。可知“肝肾俱沉”是欠妥的结论。

2)张颖清的《生物体结构二定律》中的全律认

为“相对独立部分，总是整体地成比例地缩小。掌后

高骨是桡骨的衍生物，完全可以看作是机体的相对

独立的一部分。远心端部分对应于躯体的r部(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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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部对应于躯体的中段(脾、胃、肝、胆)。近心

端对应于躯体的下部(肾、膀胱)。⋯··寸关尺三个

位点所对应的脏腑与生物全息定律所揭示的是完全

一致的。”脾、胃、肝、胆均存膈下，配位于两关，其本

脉亦应中取以候之。

脉学也同其他学科一样，在发展进程中逐步完

善。笔者认为应以先进的技术，现代科学的思维方

法来整理研究巾医学遗产。首先要从中医脉学文献

整理人手，不断总结，提炼脉诊理论的精髓，力求达

到量化、客观化和形象化。
(收稿日期：2002 04 20)

摘要归纳张仲景凋理脾胃的11首方剂，各自体现出不同的治法，其各自所治病证又町清晰地分为寒、热

虚、实4大证候及体现出温、清、补、消、和、下等夫法，体现出张仲景把理法方药融为一体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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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医圣张仲景留给后人的一部不朽名

著。书中所载众方包罗万象，涵盖了内、外、妇、儿、

五官等各科病症。对于有“人身之本”之称的脾胃病

证，所载方剂不下20余首，归纳这些方剂所治病证

可清晰地分为寒、热、虚、实4大证类，每首方剂所对

应的具体治法又可归于“八法”巾的温、清、补、消、

和、下等范畴，这恰巧与张仲景所倡导的理法方药为

一炉的学术思想相印证。现将张仲景调理脾胃的11

种治法归纳如下。

1温中散寒法

此法是针对中焦虚寒病机而设。张仲景用理中

汤温中散寒，益气健脾。方中用人参大补元气；干姜

温脾胃之刚，所谓土虚则寒，而此能温之也；配炒白

术补益脾气，暖胃消谷，治胃虚下利；配伍炙甘草补

i焦元气『ni散表寒。4昧药相配，使寒去阳复，脾胃

得健，则诸证可愈。

2温阳摄血法

治疗脾阳不足，统摄血液功能失常的病症。张

作者简介：韩捷(1974)，男，200l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

事中医药治疗胃肠病的研究工作。

仲景创制黄土汤以温阳摄血。方中灶巾黄土温中收

敛止血；干地黄、阿胶补血止血，3味药同用，有较好

的止血作t}}!f；炒白术、炙甘草益气健脾；制附子补火

生土，温暖脾胃，以复脾的统摄血液之权；再妙用黄

芩，调整肝的藏血功能。故全方体现出温阡{摄血与

清肝止血相得益彰之效。

以上两法主要针对“寒”征而设，分别治疗脾胃

虚寒证及阳虚失血证。故两方采用均为“温”法，力

图起到温脾阳散寒气及温中收敛止血的效果。

3清气解热法

张仲景用此法针对阳明气分证病机而设，方用

白虎汤。方中石膏专清肺胃气分之热，且清热而不

伤津液；知母既清热，又滋阴，与石膏相配，清热除

烦之力更强；炙甘草、粳米既益胃护津又制石膏、知

母之寒。4味药相协，共奏清气解热之功。

4解毒清肠法

《伤寒论》中自头翁汤是张仲景专为治疗疫毒

痢而设，用性苫寒、入胃与大肠经之白头翁清热解

毒，泻热凉血；配合黄连、黄柏、秦皮苦以坚之，寒以

清之，涩以收之，共呈清肠解毒、清热凉血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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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方主要针对“热”汪而设。但白虎汤所治

“热”证为气分热盛，属无形之邪热；白头翁汤所治之

证为热毒壅滞肠巾，为有形之邪热。故两者虽同属

于“清”法范畴，但有所不同，白虎汤中所选方药大多

为散热而不伤津之类，白头翁汤方巾诸药多为苦寒

清热燥湿之品。

5甘温建中法

其代表方剂为小建巾汤。主治“虚劳里急，腹中

时痛⋯⋯烦而不宁，脉虚大”等证，功具和里缓急。

方中饴糖补中虚，建L卜l气，缓急止痛；白芍、桂枝温阳

益阴，从阳配阴；炙甘草合白芍酸甘化阴，从阴配阳；

牛姜、大枣温补脾胃，升腾中焦，生发元气而舒津

液。诸药合用，辛甘化阳寓酸甘化阴之中，共奏建中

之效。

6温中补虚法

此法为中焦阳虚病机而设。张仲景指出：“虚劳

县急，诸不足，黄茛建中汤主之”。“诸不足”究竟指

什么，张仲景虽未言明何脏何腑的不足，但“虚劳里

急”又兼“诸不足”说明其程度又比小建中汤证重，故

用小建中汤加黄苠温中补虚，恢复中阳，中阳一复，

纳化有序，化源相继，气壮血充，阴阳调和，脏腑得

养，渚虚自复。

以L两法用于“虚”证，均运用“补”法治疗。但

黄苠建中汤适应证虚的程度更童，故加用黄比补“诸

不足”。

7淡渗利湿法

代嵌方剂五苓散，足针对脾虚水湿不化，湿聚为

水的病机而设。方中茯苓益气健脾，淡渗利水；猪苓

利水渗湿；泽泻利水渗湿泻热，此3味药配合，使蓄

水下输膀胱，从小便而去。配白术输转脾气，燥湿利

水；桂枝解太阳肌表，助膀胱气化，使水液蒸动，水湿

遂除。

8清热泻下法

代表方剂为小承气汤，由酒洗大黄、厚朴、枳实

3味药组成。方中大黄攻积导滞，善于荡涤胃肠实

热；厚朴行气滞，除胀满；枳实破结实、消胀满、安胃

气。3味共具破滞理肠之功。

9化痰降逆法

此法针对的病机为痰湿内停、胃气上逆。张仲

景以小半夏汤降逆化痰和胃气，燥脾湿，宽中消

痰。药仅2昧，生姜温中止呕，畅胃而开痰下食；制

半夏燥湿化痰，独具奇功。诚如尤在泾赞日：“半夏

}可散结，燥能蠲饮，生姜制半夏之悍。”

10调和肠胃法

此法适用于寒热错杂，升降失常，心下痞满之

证。《伤寒论》中的4首“泻心汤”即可代表，其中半

夏泻心汤适合此法。方中黄连、黄芩苦寒，降泻除其

热；下姜、半夏：辛温，开结散其寒；人参、大枣甘温，

益气补其虚。7味相配，寒热并用，辛开苦降，补气和

中，气得升降，诸证悉平。

11泄热逐瘀法

此法专为肠痈病机而设。张仲景用大黄牡丹皮

汤主治肠痈初起，右下腹疼痛等证。主药大黄通里

攻下；芒硝攻下泄热；牡丹皮凉血解毒，活血行瘀；

桃仁润燥清肠；冬瓜子渗湿排脓，共奏泄热逐瘀之效。

以上治法均用于治疗“实”证，但“实”证的致病

因素各不相同。或因水饮内停，或因燥粪停积．有的

因痰而病，有的因痞而病，或是瘀热内留等。故虽然

上述治法都可以归于“消”法，但推敲清热泻下、调

和肠胃两法，属于“下”及“和”法更为贴切。

综r所述，张仲景深谙“脾胃乃身之枢纽”，对

各种类型的脾胃及肠道病证均提出相应的治法及

方剂，以方知法，以法合方，充分体现其理法方药融

为一体的辨证体系和用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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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天津中医》2002年第4期66页《通淋汤治疗糖雕病泌尿系感染60例临床观察》一文作者简介应更正为：周静

(1975)，女，仔院医师，从事糖尿痫及其井发症的中医治疗工作。67贞《肠通胶囊在腹部手术前后的府用》一文作者阎烘铭，其

工作单竹应更正为：天津市第一巾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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