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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匮要略；黑疸病

试论《金匮要略》黑疸病

张全会夏瑾瑜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感染科，广东省珠海市梅华东路52号，519000)

《金匮要略》是一部治疗杂病的典籍。笔者从事

肝病的防治工作，对《金匮要略》治疗黄疸病反复学习

思考，受益匪浅，尤其对篇中论述较少且后世有不同观

点的黑疸病体会颇深，试论述如下。

1黑疸病名考证

黑疸之名，出自《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

十五》，篇中第7条云：“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

面黑，心中如啖蒜薹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

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黑疸与黄疸的关系，古今医

家见解不一，有谓黑疸为五疸(黄疸、谷疸、酒疸、女劳

疸、黑疸)之一者⋯；有谓其乃诸疸之转归的，如《诸病

源候论卷十二·黑疸候》指出旧J：“是夫黄疸、酒疸、女

劳疸，久久多变为黑疸。”后世医家多宗巢氏之说；而

现代也有人认为黑疸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肾上腺皮

质功能减退(阿狄森氏病)，并将其归人肾系疾病【31；

还有人把黑疸与女劳疸等同H J。

《说文解字》日：“疸，黄病也。”《素问·平人气象

论》日：“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日黄疸。”

《灵枢·论疾诊尺》云：“寒热，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

爪甲上黄，黄疸也。”可见黄疸的临床特征为溺黄赤、

目黄、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在《金

匮要略》亦称之为“疸”，如仲景在论及黄疸病的预后

时指出：“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

可治。”

既然疸为黄病，黑疸则应指黄疸患者兼肌肤色黑

者，若但黑而不黄，则不属黑疸之列。从《金匮要略》

原文中可以看出，黑疸的临床特征虽为“目青面黑”，

但必是在黄疸的基础上出现，故仲景不仅将其置于黄

疸病篇讨论，还特别强调指出其证“虽黑微黄，故知

之”。《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疏义卷四·辨黄疸病脉证

并治第十五》引刘廉夫日“《巢源》云：黑疸之状，苦小

腹满，身体尽黄，额上反黑，足下热也。又云：夫黄疸、

酒疸、女劳疸，久久多变为黑疸。《千金》云：夫发黄已

久，变做桃皮色，案桃皮色，盖谓带黑不明润也”[5]，明

确指出黑疸是因患者肌肤黄中带黑，甚则面色黧黑而

得名，多出现在黄疸病的后期，是气血瘀滞衰败之象。

2黑疸的病因

黑疸属黄疸的变证，病因有如下几点。1)由女劳

疸演变：肾虚湿邪蕴郁下焦，或因失治误治，或因强力

劳作，调摄不当，湿浊蕴郁血分，营血腐败，不能外荣肌

肤头面所致，手足心热、日晡时畏寒、腹皮急，按之坚硬

胀满等肾虚症状、脾肾两败和瘀血内停症状比较突出。

正如《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第14条

云：“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

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2)

由酒疸日久变为黑疸：误用寒凉攻下，导致湿热内陷，

邪入血分，久久熏蒸，血脉瘀滞；或因“酒湿流人髓脏

所致土败水崩”，脾肾之色外现，“此真元告匮，不能回

荣于竭泽也”∞1。《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

五》第7条云：“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3)劳力过度

或房劳过度等劳倦内伤产生：黄疸日久不愈损伤肝。肾，

使肝肾虚损，并瘀浊内阻，从而胆汁排泄不利形成黑

疸。黄毒深入血分，血液瘀积败浊，色外越肌肤、颜面

而成，即“黄疸、酒疸、女劳疸，久久变为黑疸”l川。总

之，黑疸系各种黄疸日久不愈，或失治误治，湿热或湿

浊毒邪蕴郁血分，营血腐败，致浊色外越肌肤面目

而成。

3黑疸的病机

黄疸的病机通常认为是湿邪壅阻中焦，脾胃失健，

肝气郁滞，疏泄不利，致胆汁输泄失常，胆液不循常道，

外溢肌肤，下注膀胱，而发为目黄、肤黄，小便黄之病

证，黄疸的病位主要在脾胃肝胆怫J。但这并不能道出

黄疸病的病机特色。张仲景开篇明义，阐明了湿热阻

滞气机，邪热瘀结于血，导致湿热发黄的病机，为气血

同病的疾病。黑疸也是气血同病，以血分为主的病证，

是各种黄疸发展到了血分的严重阶段。《张氏医通·

杂门》H1指出：“有瘀血发黄，大便必黑，腹胁有块或

胀，脉沉或弦。”《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疏义》∞o云：“皮肤

不仁，血瘀不营也。”说明瘀血在血分，血不荣肤则皮

肤发黄、爪之不仁。可见黑疸是黄疸Et久，病及血分的

阶段。《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第14

条：“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

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

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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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硝石矾石散主之。”描述了女劳疸日久转化为黑

疸的过程，以及黑疸的症状，此时出现的腹胀如水状，

但非水也，即非气分病也，主要病在血分，再次强调了

黑疸病位主要在血分。由此可见黑疸是各种黄疸发展

到血分阶段的表现。晚清医家周学海《读书随笔·黄

疸黑疸辨》指出“黑疸，乃女劳疸、谷疸、酒疸日久而

成，是肾虚燥而脾湿热之所致也。肾恶燥而脾恶湿，肾

燥必急需他脏之水精以分润之，适值脾湿有余，遂直吸

受之，而不觉并其湿热之毒，而亦吸入矣。脾。肾浊气，

淫溢经脉，逐日饮食之新精，亦皆为浊气所变乱，全无

清气挹注，周身血管，不得吐故纳新，遂发为晦暗之黑

色矣”¨⋯。把黑疸病机高度概括为肾虚燥而脾湿热所

致。总之，黑疸的病机是黄疸日久不愈致肝脾肾亏虚，

瘀血阻滞而浊色外泄。

4黑疸治疗

黄疸的治疗大法是化湿邪，利小便。黑疸为黄疸

的变证，治疗方法亦应有变。张仲景治疗女劳疸转化

为黑疸兼有瘀血湿热的主方为硝石矾石散，由硝石和

矾石两味药组成。《本草纲目》谓皂矾¨1|：“消积滞，

燥脾湿，化痰涎，除胀满黄肿。”《神农本草经》谓硝

石H引：“主百病，除寒热邪气，逐六腑积聚，结固留癖，

能化七十二种石。”硝石、矾石同入血分以除邪热，且

皂矾入血补血，使硝石泻血中之邪而不伤正。皂矾性

酸入肝而收敛胆汁，硝石性辛为水中真阳，可散湿气之

郁结而不助脾湿，以绝黄疸之源。二药合用于黑疸，相

辅相成，相互为用。本方为散剂，散者散也，去急病用

之。可使气血分之邪迅速发散。以大麦粥和服者，以

养胃气，防其伤正，可见硝石矾石散所治之黄疸是气血

分同病，以血分为主。吴谦《医宗金鉴》¨副指出：“此

方治标固宜，非图本之治。”吴氏所谓“图本之治”，《金

匮要略》缺文，历代医家有所发挥，沈金鳌《杂病源流

犀烛》论述黑疸病因病机，用肾气丸、黑疸方和硝矾散

治疗¨引。周学海《读医随笔卷四·黄疸黑疸辨》则将

黑疸的治疗分为：病偏在中焦易治，用小柴胡汤、茵陈

五苓散和黄连枳实诸理中汤治疗；病偏在下焦者难治，

用滋肾丸、大补阴丸加参芪、茵陈四逆治疗。但不论病

在何期，均要用桃仁、红花、茜草、丹参以祛瘀生新，同

时告诫黑疸病在下焦“不得清胃，更不得利水”¨0I，对

黑疸有较深的认识，对我们临床治疗黑疸有较好的指

导意义。《外台秘要》记载治疗黑疸采用化瘀除湿热

退黄法、益气退黄法及温阳退黄法，分别用硝石矾石

散、茵陈丸、赤小豆茯苓汤、茵陈汤、黄芪芍药桂心酒

汤、桂枝汤加黄芪五两汤、赤小豆散等方治疗p o。

笔者在治疗黑疸病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临床黑

疸可见于慢性重型肝炎、肝硬化、慢性胆汁瘀积性肝

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等病的后

期，根据患者临床症状所异，主要采用以下3种方法论

治。1)茵陈术附汤化裁治疗：黄疸多由感受时行疫毒，

蕴结于中焦所致，因此，只重视湿毒热郁，长期使用清

热解毒化瘀的寒凉药较多，更易伤及脾胃，使湿浊更

甚，“湿胜则阳微”，久之脾肾阳亏虚，形成阳虚寒凝之

黄疸也。用茵陈术附汤加减可取得满意效果。开始附

子用量不宜过大，确认患者无燥热伤津时，方可加大附

子的用量，一般为6～159，多在用药月余后黄疸消退。

2)黄芪建中汤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化裁：其指导思想是

黑疸可按虚劳辨证论治。黄疸日久，迁延不愈，脾肾之

气更显亏虚，气血诸不足，黄疸渐向黑疸发展，治宜健

脾益气，温阳活血通络，组方时重用黄芪20—409，桂

枝10～159，饴糖多用山药代替，临床效果较好。3)隔

姜灸：采用隔姜灸肝俞、肾俞、胆俞、足三里等穴位，姜

片切成铜钱大小，厚约5mm，每次取2—3个穴位，每

穴灸30min，艾条离姜片距离以皮温感觉不烫为度，切

勿将皮肤灼伤。10天为1个疗程，2～3疗程为宜，若

配合内服药，效果更佳。

综上所述，黑疸病是黄疸日久不愈致肝脾肾亏虚，

瘀血阻滞而浊色外泄的疾病，以目青面黑，虽黑微黄为

主证，虽黑而不黄或肤黄、尿黄但目不黄者不属黑疸病

范畴。黑疸病证虚实夹杂，以虚为主；治疗上以攻补兼

施为原则；处方用药千变万化，然调补肝肾，活血化瘀

为基本治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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