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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对臌胀证治及用药规律探析

关键词臌胀／中医证治规律

池晓玲蔡高术萧焕明

(广东省中医院肝病科，，“州市大德路111号，510120)

臌胀，又称鼓胀、蛊胀、单腹胀，是中医学“风、痨、

臌、膈”四大顽症之一，临床以腹大坚满，绷急如鼓，皮

色苍黄，脉络显露为特征。本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腹

水，肝硬化是其最常见原因之一，75％以上的腹水是肝

硬化引起的。中医治疗臌胀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将

臌胀的古籍文献进行整理，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用

药规律分析，探讨古代中医对臌胀证治规律的演变。

l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方法本研究以汉代至清代中医文献所载

治疗臌胀的方剂为研究对象。在电子出版物《中华医

典》光盘中根据检索词“臌”“鼓”“蛊”“胀”在全文区

中检索并筛查出臌胀的相关文献，收集比较完整的古

代中医文献中治疗臌胀的方药资料。药物功能分类按

照《中药学》(六版)教材。

1．2研究范围所检索的文献包括从《黄帝内经》开

始，直至清代的文献，凡中医文献中用于治疗臌胀的方

药都列入收集范围，文献类型包括综合性医著、方书、

专书、本草、类书、医案、医论、医话等等。以治法及使

用的方药为线索，以朝代的变更为脉络，对文献进行整

理分析。因为所选治疗臌胀的方药文献最早见于《黄

帝内经》，仅l条方剂，其后直至宋朝对其证治的记载

都较少，因此，在对文献的分析上，将宋代及宋代以前

的文献归为一起总结整理，具体分为宋代及以前、金元

时期、明代、清代4个时期进行整理。

1．3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l 1．5软件包建立“历代

臌胀方药”数据库，采用描述性分析，对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分析。

2结果

2．1各类药物在4个不同时期的用药频率的转变

由表1可以看出，各类药物的使用频率呈一定规律性

改变，其中泻下药、补虚药、理气药、利水渗湿药、化湿

药、化痰止咳平喘药、温里药在各时期的使用占有较大

的比例，其使用频率之和在4个时期分别为69．13％，

72．85％。72．56％，72．12％。

表1 各类药物在4个不同时期的用药频率的改变

药物剡瓢丽_赢鬻蛆丽飞

药物分类 具体药物 篙蓑尹霖鬻芸尹

2．2高频药物分析

2．2．1使用频率前25位的药物 使用频率位于前

25位的药物依次为茯苓(164次)、陈皮(158次)、白

术(128次)、木香(123次)、甘草(115次)、生姜(109

次)、人参(78次)、厚朴(78次)、牵牛子(71次)、青皮

(70次)、泽泻(69次)、肉桂(65次)、砂仁(64次)、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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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61次)、大黄(60次)、当归(59次)、半夏(57次)、

甘遂(56次)、大枣(52次)、木通(51次)、沉香(49

次)、葶苈子(49次)、香附(45次)、莱菔子(43次)、枳

壳(42次)。上述25种药物的总频数为1916次，占所

有药物总频数的50．1％。

2，2．2使用频率占前25位药物功能分类见表2。

3不同时期臌胀的证治规律演变探析

由表l可以看出，在各代臌胀的用药规律方面，随

着人们对臌胀病因病机认识的进一步深入，臌胀的证

治经历了由应用泻下药为主逐渐向补虚药为主的转

变。从药物的功效上看，以补虚药、泻下药、理气药、利

水渗湿药、化痰止咳平喘药、温里药、化湿药的使用频

率最高，补虚药以补气药使用频率最高，可以看出补

气、理气、祛湿、利水、温化、理肺是古代治疗臌胀的常

用治法。1)补虚药的应用呈波浪式升高，应用最多是

在清代，占20．5％，是4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应用最多

的药物，而泻下药则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其使用频率在

宋代及以前占15．56％，到清代则下降至仅占4．89％。

由此可见，对于臌胀的治疗，从攻邪逐渐向扶正转变，

也可以反映出，历代医家对臌胀的病机认识从邪实为

主向正虚为主或虚实夹杂转变。2)理气药、利水渗湿

药以及化湿药在金元时期及明代用药频率明显上升，

而到清代则有所下降，但是这3类药物，尤其是理气药

和利水渗湿药在各个时期的使用频率均保持较高的水

平，理气药的使用频率在明代成为各类药物之首，利水

渗湿药的使用频率从金元时期到清代均居于第3位，

化湿药的使用频率在金元时期及明代均居于第5位，

到清代则取代泻下药居于第4位，可见，理气是祛湿古

代中医治疗臌胀的重要治法之一，由此也可反映气滞

湿阻这一病机是历代医学所重视的。3)温里药的使用

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尤其是宋及以前为明显，可见张仲

景“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这一治则对历代医家治

疗臌胀具有深远的影响。4)解表药、活血祛瘀药在各

时期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这可能与臌胀患者除出现

腹部胀大的症状，也容易出现肢体的浮肿有关。《素

问·汤液醪醴论》云“平治于权衡，去宛陈垄，⋯⋯开

鬼f-j，洁净府”，遵循这一理论，对臌胀的治疗也采取

“开鬼f-j，洁净府，去宛陈蕉”的方法，故除利水渗湿

药、化湿药外，解表药、活血祛瘀药的使用频率也较高。

从高频药物的组成及药物的功能分析上，再次验

证了古代医家使用最多的药物：补虚药、理气药、利水

渗湿药及泻下药。茯苓、陈皮、白术、木香、生姜、人参、

厚朴居前8位，其总频次为953次，占所有药物总频次

的24．9％。从总体上看，在高频药物中可以发现里面

包含了一个名方：香砂六君子汤，其组成药物(人参、

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砂仁、木香、生姜)，该方药

物频数和为996次，占所有药物总频数的26．O％，可以

看出健脾理气是古代医家在治疗臌胀中最为常用的治

法，也反映了气滞、水饮互结腹中的臌胀的病机特点。

另～方面，通过对治疗臌胀的高频药物的分析，我

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具体药物上看，还是从使用频率

最高的药物上看，臌胀的用药特点总以平淡为主，平补

平泻，扶正与祛邪相结合，体现了臌胀的治疗“以平为

期”的特点。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以四君子汤、香砂

六君汤为主，可以看出健脾益气是臌胀治疗最重要的

治法，体现了臌胀的治疗必须时时顾护中舟、保护胃气

的思想。

(2008—07—31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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