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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人有“淋属肝胆”之说，本文根据肝脏之生理病理特点及经络走行与淋证之关系提出“淋证从肝论治”，从“疏肝解郁、
清利肝胆湿热、疏肝健脾、滋补肝肾”四个方面进行治疗，取得满意效果，从而提示我们：临证中要注意局部与整体的相关性，重

视病因分析，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对于女性患者临证时药注意询问经带胎产情况，根据不同年龄施以相关方药必要时加以心理

疏导将会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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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证为临床常见疾病之一，以小便频数、淋漓不
尽、灼热涩痛、甚则痛引脐腹为主要特征。妇女多发，

有的反复发作、经久不愈。医家多从膀胱、三焦和肾立

论，有效者确也不少，然无效不愈者也不乏其例。《灵

枢·经脉》云：“是主肝所生病者……遗溺闭癃。”［１］清

代名医叶天士有“淋属肝胆”之说，提示着淋之为病与

厥阴肝经之相关。笔者曾有幸跟随我省著名老中医朱

进忠老先生学习，其疑难杂病从肝论治的独特学术思

想对笔者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朱老在漫长的临床生

涯中，常以此理论思想指导临床，收益颇多，尤对于淋

证一病，从肝经入手，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常获良效。

滋总结如下，以飨同道。

１　病机探讨
《灵枢·经脉》云：“肝足厥阴之经……循股阴，入

毛中，环阴器，抵小腹。”［１］《素问·玄机原病式》云；

“岂知热甚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廷孔郁结极甚

……。而神无所用……，而旋溺遗失，不能收禁也。”强

调了肝与前阴之关系及肝之盛衰强弱，升达怫郁在淋

证中起着重要作用。

人体的水液代谢，虽赖肺的宣发、脾的运输、肾的

蒸腾气化来完成，但与肝脏的疏泄条达不无密切关系。

肝者将军之官，属木，体阴而用阳，主疏泄，能协调脏腑

气机，调理三焦水道；
$

寄相火，其性最急。傅青主说

过：“夫肝之性最急，宜顺而不宜逆。”［２］是若肝气不

和、气机不畅、气郁化火、郁火内炽，则膀胱受扰发为淋

证。沈金鳌曰：“……肝和则气生，发育万物，为诸脏之

生化，若衰与亢，则能为诸脏之残贼”。赵羽皇认为：

“盖肝性急善怒，其气上行则顺，下行则郁，郁则火动而

诸病生矣……发于下，则小腹痛疝而或溲溺不利”。［３］

《素问·痹论篇》曰：“肝痹者……多饮数小便”；《素问

·大奇论》曰：“肝壅，两紸满……不得小便”。提示了

淋证与肝的关系。另外，临证中，淋病女性居多，女子

以肝为本，情志因素较多，或怫郁、或激动，正如张仲景

所说；“凡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治……妇人众阴

所集，常与湿居。十五以上，阴气浮溢，百想经心

……。”其中之“百想经心”即是指情志因素。［４］另一方

面女子在其一生之中，又经历了经、产、孕、乳四期，机

体阴血受损，及至七七之后，又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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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竭，精血不足，肝无所养。以上女性的生理特点极易

诱使肝脏发生一系列病理表现，而诸症丛生，小便病症

则为其中之主要症候。因此，淋证从肝论治，“气与水

本属一家，治气即治水”。［５］

２　治疗方法
２１　疏肝解郁　肝喜条达而恶抑郁，有调节气血、疏
通三焦水道之作用。膀胱之气化功能无不与肝之疏达

条畅有关，若情志不遂，肝气郁滞，水道不通，膀胱制约

不利则小便排泄失常，可现尿频尿急、尿痛，或淋沥不

尽，并伴口干口苦，心烦易怒，胁肋胀痛。女性患者常

有月经不调，经期腹痛症状。舌苔白或黄、脉弦。治以

逍遥散、四逆散加减。药用：柴胡、枳实、白芍、当归、香

附、薄荷、土茯苓、连翘、黄芩、牛膝、通草。口苦加龙胆

草；尿痛者加琥珀；尿血加小蓟、白茅根；月经不调、经

期腹痛加栀子、牡丹皮。

２２　清利肝胆湿热　情志不畅或恣食肥甘煎
%

之品，

湿热痰火内生，肝胆壅滞不通，邪热充斥，下扰膀胱，气

化功能被遏，疏泄不及州都，水道通调受阻，而致小便

灼热涩痛、频数余沥，或尿浊异味，伴胸胁苦满、或口中

异味，大便不爽，舌苔黄腻或黄白而腻，脉滑数。龙胆

泻肝汤治之。药用：龙胆草、柴胡、通草、滑石、车前草、

泽泻、黄芩、益母草、土茯苓、川牛膝、路路通、浙贝母。

大便干硬加大黄；腹痛者加香附；尿异味加萆；尿痛

甚者加沉香、琥珀；阴痒肿痛加地肤子、马勃、白鲜皮；

口干伤阴加生地黄、牡丹皮。对于久病瘀血阻络，则重

用活血之品，如桃仁、红花等。

２３　疏肝健脾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忧思郁怒，木
克脾土，脾气亏虚，固摄无力，或气虚不及州都，膀胱气

化无力，致使小便无力、尿意频频、滴沥不尽，或尿涩而

痛，伴小腹坠胀疼痛，腰困乏力。舌淡红、苔薄白，脉沉

细薄白稍弦。四君子汤合四逆散加减。药用陈皮、白

术、茯苓、山药、炒白芍、柴胡、黄芪、广木香、桂枝、牛

膝、路路通。腰困腰凉加肉桂；乏力明显加党参，并重

用黄芪；舌苔厚腻加生薏苡仁、竹叶；小腹坠胀加小茴

香、乌药；久病血瘀加丹参、全虫等。此证型也多见于

一些中年女性患者，伴有月经色淡、淋漓不尽，白带量

多等症状，通过上述治疗，病情常随之改善，甚者痊愈。

２４　滋补肝肾　肝为乙木，在体为阴，功主藏血；肾为
癸水，功主藏精，乙癸同源，故肝与肾脏为精血相生之

子母关系。凡思谋过度，所欲不遂，或久病缠绵邪热久

髑，阴精耗伤，肝失所养，母病及子，肾阴因之受损。

另，此类病患多见于中老年患者，在其生理上天癸已渐

衰或已衰竭，阴精亏损，故上述种种因素终至肝肾阴

虚，肝失疏泄，膀胱廷孔失其濡养，邪热内生，气化失司

而有小便频急灼热刺痛，常伴有口干、五心烦热、头晕

等症状。舌红少津，脉细数，一贯煎加减。药用生地

黄、沙参、当归、枸杞子、川楝子、泽泻、山药、牛膝、陈

皮、黄柏、土茯苓、通草。心火亢盛者加连翘、莲心；头

目眩晕、烦躁难寐、脉弦数酌加白芍、石决明、菊花、夜

交藤、夏枯草等；阴虚者多伴气虚，乏力明显者，加太子

参、黄芪；尿频、夜尿多者加桂枝或肉桂以助膀胱气化；

舌苔腻者加竹叶、生薏苡仁等。

也有素体虚弱、阳气不足，或久病不愈，或苦寒分

利太过，寒滞肝脉，阳气被遏，致肾阳虚弱、命门火衰，

温煦失司，气化不及州都，膀胱失其约制致尿频，夜间

为甚，或尿道涩痛，小腹冷痛，腰膝冷痛，畏寒肢冷等，

舌淡苔白，脉细而紧。治宜金匮肾气合暖肝煎加减。

药用熟地黄、山茱萸、泽泻、牡丹皮、山药、桂枝、制附

子、土茯苓、当归、沉香、乌药、小茴香、枸杞子。口干阳

虚不重者，可去附子，且久病则瘀，气虚亦瘀，故可于上

方中酌加桃仁、红花、牛膝、王不留行等，使水道畅通。

３　验案举例
出现排尿不适，尿频、尿不尽。自服氟哌酸效不

佳，又与环丙沙星静脉点滴并口服三金片后症状减轻

后未再治疗。然此之后，上症时有出现，尤每遇劳累情

绪波动时则发，遍用抗生素效不理想，又在当地口服中

药病情时好时坏，反复发作，且发作间隔越来越短，患

者甚为其苦，严重影响其生活工作。来诊时见患者叹

气频频，面容愁苦。自述尿意频频滴沥不尽，尿涩尿

痛，少腹不适，口苦口干心烦易怒，夜眠差，纳食不馨，

乏力，大便正常。舌质淡，舌尖稍红，边有瘀点，薄白

苔，脉沉弦，症属肝郁睥虚。四逆散合四君子汤加减。

药用柴胡１０ｇ、枳壳２０ｇ、白芍３０ｇ、栀子１５ｇ、陈皮１０ｇ、
白术１５ｇ、山药２０ｇ、黄芪２０ｇ、土茯苓２０ｇ、川牛膝２０ｇ、
路路通１５ｇ、桂枝９ｇ、通草６ｇ、乌药９ｇ、琥珀６ｇ、合欢花
１５ｇ、红花１０ｇ。７剂，水煎服，日１剂，分两次口服。１
周后患者来诊，述上症明显减轻，然大便次数增多。上

方有效，改栀子为１０ｇ，枳壳１０ｇ，继服７剂。三诊，自
述仍有尿频，但较前明显减轻，余症已不明显，有轻度

腰困症状。上方去琥珀、合欢花，改川牛膝为怀牛膝

２０ｇ，加川续断１０ｇ，再服１５剂后病告痊愈。嘱畅情志，
调饮食，少食辛辣刺激之品，注意饮水、勤排尿。

４　讨论
《证治准绳·杂病·淋》：“初起之热不一，起因皆

得传于膀胱而成淋，如不先治其所起之本，只从未流胞

中之热施治，未为善也”。［６］说明：淋证发病，不仅局限

于膀胱与肾脏，也常受其他脏器的影响。同时也告诉

我们：淋证应随病本不同而异治，临证时不能只关注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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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与肾脏，要注意局部与整体的相关性，重视病因分

析，再施以相应方药。即“伏其所主，先其所因”（《素

问·至真要大论》）。

淋证从肝论治，是根据淋证与肝脏的生理病理及

经络走行有密切关系而立论的，其常见于女性患者，临

床中当以常法施治无效时，从肝治疗每收良效。清代

学者周学海曰：“医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明戴原

礼曰：“治淋之法，除的然虚冷之外，其余诸症，若用本

题药不效，便宜施以调气之剂，盖津道之逆顺，皆一气

之通为之也”。［７］以上理论给“从肝论治”法提供了理

论依据。

淋证从肝论治，还要注意其发病年龄，发病群体。

一般来说，病年轻者，多实证，以肝气郁结、肝胆湿热为

主，治多从疏肝解郁、清利肝胆湿热论治；中老年者多

虚证或虚实夹杂，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多

见，病常缠绵难愈，治宜疏肝健脾、滋肝补肾、平肝潜阳

等为主，在遣方用药同时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以提

高治疗效果。女性患者，注意询问经带胎产，年轻实证

者，治疗同时注意活血药的应用；虚证、年长者，治疗同

时注意补气养血滋阴药物的应用。临床中一些患者，

其妇科疾患常随淋病的治愈而痊愈。

综上所述，淋证一病，我们要注意整体观念，详析

病因病机，四诊合参，辨证施治，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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