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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异病同治是后人根据《黄帝内经》中的“同病异治”的精神和临床治疗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在《金匮要略》一书中，仲景
虽未明言此法，然在《金匮要略》的条文中却体现得淋漓尽致。笔者现不揣浅陋，对《金匮要略》中的常用方，如防己黄芪汤、赤

小豆当归散、大承气汤、肾气丸等，进行分析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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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
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采用同一方法治疗的法

则［１］，是后人根据《黄帝内经》中的“同病异治”的精神

和临床治疗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在《金匮要略》一书

中，仲景虽未明言此法，然在《金匮要略》中却体现得

淋漓尽致。笔者现不揣浅陋，总结仲景在治疗杂病中

运用这一法则的方药，望同道指正。

１　防己黄芪汤
《金匮要略》中防己黄芪汤可用于治疗风湿与风

水两种病证。如《痉湿病》篇第２２条“风湿，脉浮身
重，汗出恶风者”；又可治风水病，如《水气病》篇第２２
条“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风湿与风水是两

种不同的病证。风湿属于湿病，因感受风湿之邪，停留

于肌肉、关节、经脉致病，以身重、关节疼痛为主症。后

者属于水气病，由感受风邪，肺失通调，水气泛溢致病，

以面目身体水肿为主症。风水病与风湿病虽然病各不

同，但水、湿二者本属同类，其病因病机均为邪伤肌表，

表虚卫气不固，均可见脉浮身重、汗出恶风的症状，故

异病可以同治，同用防己黄芪汤，益气固表，散水除湿。

２　赤小豆当归散
赤小豆当归散在《金匮要略》中出现了两次：一是

治狐惑病目赤如鸠眼，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篇第１３
条“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

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一本此有黄字）

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二是下血病，先血后便之近

血，如《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第１６条“下血，
先血后便，此近血也”。前者主治狐惑病成脓者，后者

主治湿热便血，两者均为湿热蕴结，灼伤阴络，故均治

以赤小豆当归散，目的在清大肠湿热，兼有排脓作用。

３　小建中汤
小建中汤在《金匮要略》中用于治疗虚劳、虚黄及

妇人杂病腹痛，如《血痹虚劳病》篇第 １３条“虚劳里
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咽干

口燥，小建中汤主之”、《黄疸病》篇第２２条“男子黄，
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妇人杂病》篇第 １８
条“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三条病虽不同，然阴

阳失调，中焦脾虚之病机则一，故均用之。本方由桂枝

汤倍芍药加饴糖组成，具有建立中气，调补脾胃，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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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开发气血生化之源的作用，不论是阴阳两虚之虚

劳，还是气血不足不能外荣之虚黄，以及脾胃虚寒，失

于温煦之妇人杂病腹痛均可用本方治疗，这也是异病

同治治则的具体体现。

４　肾气丸
肾气丸在《金匮要略》中共出现了五次：１）《中风

历节病篇》“脚气上入，少腹不仁”；２）《血痹虚劳病》篇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３）《消渴小便不利
淋病》篇“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

４）《痰饮病》篇“夫短气有微饮”；５）《妇人杂病》篇之
转胞。以上５病，虽症状不同，但病机皆属肾气虚，气
化功能失调，故均可用肾气丸治疗，充分体现张仲景紧

扣病机施治的精神。

５　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作为《金匮要略》里唯一一个食

疗方，既可以治疗寒疝，如《腹满寒疝宿食病》篇第１８
条：“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

之。”，又可以治疗产后腹痛，如《妇人产后病》篇第 ４
条：“产后腹中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临床均可见

腹中拘急，绵绵作痛，喜温喜按，面白少华，舌淡苔白

润，脉细，病机均为血虚里寒，经脉失养，故都可以用当

归生姜羊肉汤补虚养血，散寒止痛。

６　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在《金匮要略》中先后出现５次，主治热

盛动风之痉病、阳明腑实之腹满、宿食积滞于下的实

证、实热下利、实热瘀结之腹痛等不同病症，其皆属于

实，病邪有热实瘀之不同，但均可通过因势利导，给邪

以去路。

７　十枣汤
无论是支饮邪实咳嗽还是饮留胁下之悬饮，只要

证属水饮邪盛，形气俱实，均可使用十枣汤攻下逐水。

如《痰饮病》篇第２１条和第２２条所描述的悬饮“脉沉
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第３２条和第３３条所
描述的支饮“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夫有支饮家，咳

烦，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一岁”。

８　五苓散
《痰饮病》篇中针对下焦饮逆悸吐眩，仲景采用五

苓散化气利水、导饮下出；而在《消渴小便不利淋病》

篇中，针对膀胱气化不利所致的小便不利和水逆，仲景

同样使用五苓散化气行水。虽然病症不一，但皆因下

焦蓄水，故均用之。

９　蒲灰散
蒲灰散由蒲灰、滑石组成，有清热利湿、化瘀利窍

之功。仲景将该方用于治疗下焦湿热并兼瘀血的小便

不利和湿热内壅之皮水。

１０　桂枝加黄芪汤
黄汗病日久，营卫失调，气虚湿盛阳郁，导致汗出

色黄染衣、两胫冷、身疼重、腰以上汗出、腰以下少汗或

无汗、烦躁等。卫气表虚，湿郁于表，营卫不和，可出现

恶寒发热、脉浮、自汗等兼表虚之黄疸。桂枝加黄芪汤

能发汗解表，调和营卫，故既可治黄汗者，又可以治黄

疸兼表虚者。

１１　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先后见于黄疸兼少阳证、呕而发热、产后

郁冒及热入血室的证治中，如《呕吐哕下利病》篇第１５
条“呕而发热”是邪在少阳之证，少阳邪热迫胃，导致

胃气上逆而呕吐。《妇人产后病》篇第二条“产复郁

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

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

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表闭里郁，气机

上逆，胃失和降则呕不能食，血虚肠燥则大便难，正虚

血亏则脉微弱。《妇人杂病》篇第１条热入血室“妇人
中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

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

之。”妇人中风七八日，发热恶寒当去，仍发热恶寒，且

发作有时如疟状，若适值经期，经行中断，则为外邪乘

行经血室空虚，内陷与经血互结。《黄疸病》篇第２１条
“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少阳胆经正气有虚，

中焦脾胃之湿热趁虚反侮，致胆经之气不利，而见胁下

腹痛、呕吐甚或往来寒热等症。以上四种病症，虽然临

床表现不大一样，但都是由于病在少阳，故均可用小柴

胡汤和解少阳、疏肝和胃，即正如《伤寒论》所述的“有

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１２　桂枝汤
桂枝汤是《伤寒论》第１方，有群方之冠的美誉，柯

韵伯称之为“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

而在《金匮要略》里则用其治疗妊娠恶阻、产后中风及

虚寒下利兼表。《妇人妊娠病》篇云：“师曰：妇人得平

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

主之。”怀孕初期，因经血归胞养胎，以致母体阴血不

足，阴阳失调，冲脉之气上逆，使胃失和降而出现呕吐、

不能食等症，桂枝汤中桂枝、甘草辛甘化阳，芍药、大枣

酸甘化阴，桂枝、生姜和胃降逆止呕，可见本方除解肌

祛风，调和营卫作用外，尚有调和阴阳，和胃降逆之功，

若平素脾胃虚寒，加之妊娠，因阴阳一时性失调而出现

呕吐不食等妊娠反应，即使无寒热表证，也可用该方治

疗。《妇人产后病》篇云：“产后风，续之数十日不解，

头微痛，恶寒，时时发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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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证续在耳，可与阳旦汤。”阳旦汤即桂枝汤。仲景这

一用法启示我们，临证不必拘泥“产后多虚”之说而不

敢使用解表祛邪法，有是证则用是药，即使产后中风持

续时间较长，只要头微痛、恶寒、时发热、汗出等表证存

在，就仍可使用桂枝汤治疗。《呕吐哕下利病》篇第３６
条：“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

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身体疼痛是风寒外束，

邪滞于表所致，故用桂枝汤解表散寒，调和营卫。

１３　猪膏发煎
猪膏发煎有补虚润燥，化瘀通便的功效，既可以治

疗胃肠燥结兼瘀血所致的黄疸，又可以治疗胃肠燥结

兼瘀血所致的阴吹。

１４　当归芍药散
当归芍药散有养血调肝，健脾利湿之功，主治肝脾

不调所致的妊娠腹痛和妇人杂病腹痛，症见腹中拘急，

绵绵作痛，水肿，小便不利等。

１５　小承气汤
小承气汤主治阳明腑实证，证见谵语潮热，大便秘

结，胸腹痞满，舌苔黄，脉滑数，痢疾初起，腹中疠痛，或

脘腹胀满，里急后重者。在《金匮要略》条文中多次出

现，如《呕吐哕下利病》篇第４１条热结旁流的下利证
治：“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大便不通

致哕的附方《千金翼》小承气汤：治大便不通，哕，数谵

语。”

１６　胶艾汤
胶艾汤见于《妇人杂病》篇第１２条“妇人陷经，漏

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臣亿等校诸本无胶姜汤方，想

是前妊娠中胶艾汤）。”和《妇人妊娠病篇》第４条“师
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

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由

阿胶、艾叶、甘草、当归、川芎、白芍、生地黄组成，能调

冲任虚损，故治经水淋沥，妊娠下血，胞阻腹痛，以及小

产后恶露不止等。

１７　越婢加术汤
越婢加术汤在《金匮要略》条文中出现了４次，其

中１次没有明说越婢加术汤，可是在越婢汤的基础上
加白术四两，实为越婢加术汤。如《水气病》篇第５条：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

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

之。”第２５条：“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
主之。”第２３条“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
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风水，加术四两。”风

水相搏，内有郁热，导致出现恶风、一身悉肿、口渴、续

汗自出、舌苔薄白或黄白相间等症状，可用越婢加术汤

发越水气，清热散邪。《中风历节病》篇：“《千金方》越

婢加术汤：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

风气，下焦脚弱。”风湿外侵，渐次化热，迫津外出，筋伤

液脱，日久肌肉销铄，形体消瘦，下肢软弱无力；腠理

开，汗大泄，风邪厉气乘虚而入，客于营血。治当疏风

清热，除湿健脾，调和营卫。

１８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大枣泻肺汤泻肺逐饮，开闭利气，既治肺痈，

又治痰饮，皆因痰涎壅肺、邪实气逆导致呼吸困难，病

在肺，二者十分相似。如《痰饮病》篇第２７条：“支饮
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肺痿肺痈咳嗽上气

病》篇第１１条：“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
之。”

１９　小青龙汤
小青龙汤由麻黄、芍药、细辛、干姜、甘草、桂枝、五

味子、半夏组成，可并治溢饮、支饮，如《痰饮咳嗽病》

篇第２３条：“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
龙汤亦主之。”第３５条：“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
之。”由此可见，治疗痰饮病，不必拘泥于四饮之名，关

键是要辨脏腑经络，紧扣病机。

“异病同治”是中医传统的治则之一，通过对《金

匮要略》常用方的总结和归纳可见，中医诊治疾病过程

中着眼于对证候的辨析和因证候而治的特点［２］，即所

谓的“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在此，我们需要注

意的就是，异病可以同治，关键在于有无共同的病机，

病机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３］。在疾病的发展和

变化中，正确掌握“异病同治”的理论，对于临床诊断、

治疗、用药，有着积极的意义［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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