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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一则病案介绍徐荣谦教授运用柴芩温胆汤治疗小儿夜惊经验。徐荣谦教授认为小儿夜惊由于小儿惊恐伤神、
胆气不宁、小儿胆气怯弱、胆气虚寒所致者，临证中用柴芩温胆汤加减治疗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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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惊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多见于小儿“夜啼”
“客忤”的范畴［１］。夜啼是儿科的常见疾病，一般认

为多属脾寒、气滞、心热、惊恐所致［２］。隋·巢元方

在《诸病源候论》中，正式提出“夜啼”这一病名，提

出夜啼的病因为“小儿夜啼者，脏冷故也”。徐荣谦

教授临证加减柴芩温胆汤治疗小儿夜惊［３］，徐荣谦

教授认为小儿夜惊病位在胆。因“胆主十一脏腑”，

若胆气虚寒，则可波及心、肝、脾、肺、肾等脏器，所认

为的“胆寒证”是源于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出“大

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书中温胆汤［４］主要

治疗肝胆痰热之症。患儿热灼津液成痰，痰热互结，

蕴郁肝胆。肝不藏魂，神魂不能舍于内，则发夜

惊［５］。治以温胆汤清热化痰，安魂定志，痰热一清，

少阳之气得以升发，肝胆疏泄正常，则神魂内守，睡

眠如常，诸症自祛。

１　方剂组成与功效主治
１１　方剂组成　黄芩１５ｇ，柴胡１０ｇ，陈皮１０ｇ，清
半夏１０ｇ，茯苓１０ｇ，炙甘草１０ｇ，枳实３ｇ，竹茹３ｇ。
１２　煎服方法　上药加冷水浸泡２０ｍｉｎ，后武火煎
煮至水沸腾，文火煎煮２０ｍｉｎ，取汁１００ｍＬ，二煎煎

煮２０ｍｉｎ取汁１００ｍＬ，两煎相混服用，１剂分多次
服完，忌食辛辣炙

*

、饮茶、食绿豆等。

１３　方剂的功效　柴芩温胆汤，是宋代用陈无择
《三因方》中温胆汤方中加入柴胡、黄芩而成，主治

为“虚烦”和“惊悸”。小儿为少阳之体，易体内蓄

热，因此多使用温胆汤加柴芩来治疗。柴芩温胆

汤［６］主要由柴胡、黄芩、陈皮、半夏、枳实、竹茹、茯

苓、甘草等组成。柴胡、黄芩不仅具有清热之性，清

胆肺之热，防止温胆汤的温性太过；还具有燥湿而不

伤阴之功，并且可以发挥化痰［７］之利，此 ２药为君
药；陈皮、半夏温化痰浊；枳实、竹茹清胆腑之热，以

显祛痰之效，这四味为臣药；茯苓健脾安神，炙甘草

为使，可健脾益气，调和诸药。

１４　临证时辨证加减　夜眠不安者加炒酸枣仁宁心
安神［４］；舌苔厚腻纳差者加藿香、苍术、焦三仙、鸡内

金以芳香化湿、消食和胃；烦热加栀子、淡豆豉；形体

消瘦、五心烦热、舌红苔薄合青蒿鳖甲汤；夜间摇头、

睡起惊恐［８］、睡中辗转反侧者加钩藤、蝉衣；心下部硬

满而痛、大便干结：加大黄、柏子仁；性情急躁、动则易

怒、气郁化火、舌边红苔黄者加龙胆草、大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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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临床病例举隅
某男，３岁，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初诊。患儿夜间睡

眠突然惊醒哭闹 １０余天。现一般情况可，鼻周泛
青，夜间睡眠时突然坐起、精神紧张、哭喊、尖叫、呈

恐惧状，意识呈朦胧状态，且伴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面色苍白、瞳孔扩大等症状，呼之不应，１ｍｉｎ后常能
自行缓解并继续入睡。患儿平素胆小，性急。纳食

可，二便可，舌质红，苔白腻，脉弦滑。基本病机：胆

气虚寒，痰火扰神。治疗原则：温胆宁神，去痰清热。

方剂：柴芩温胆汤加减。黄芩１５ｇ，柴胡１０ｇ，陈皮
１０ｇ，半夏１５ｇ，茯苓１０ｇ，炙甘草１０ｇ，枳实３ｇ，竹
茹３ｇ，炒酸枣仁２０ｇ，石菖蒲１０ｇ，郁金１０ｇ，钩藤
１０ｇ，蝉蜕６ｇ。１４剂，水煎服，１剂／ｄ。二诊：药后诸
症明显好转，明显减少，纳欠佳，舌脉同前，拟温胆宁

神，化湿和胃。处方：黄芩１５ｇ，柴胡１０ｇ，陈皮１０
ｇ，半夏１５ｇ，茯苓１０ｇ，炙甘草１０ｇ，枳实３ｇ，竹茹３
ｇ，炒酸枣仁２０ｇ，钩藤１０ｇ，蝉蜕６ｇ，藿香１０ｇ、苍术
１０ｇ、焦三仙各１０ｇ。１４剂，水煎服，１剂／ｄ。药后症
状基本消失，再以上方加减调治１个月，随访半年未
复发。且嘱咐家长在患儿服药期间尽量减少对患儿

的不良刺激，并做好精神安慰。

按：徐荣谦教授在临床中用方遣药之时常加入

蝉衣、钩藤、酸枣仁。蝉衣味甘，性寒，入肺、肝经，可

疏散风热，祛风解痉；钩藤味甘，性微寒，入肝、心包

二经，可熄风止痉、清热平肝；酸枣仁味甘，性平，入

心经、脾、肝、胆经，可宁心安神，养肝［９］，敛汗。诸药

合用，未有多余滥用之弊，共奏和解少阳，温胆宁神

之效。

３　结语
徐荣谦教授一直从事中医儿科临床、科研、教育

工作。徐老推崇“少阳学说”理论核心，承袭了医圣

仲景“寒从足下生”之理，而惯《伤寒》。形成“调胆

论治”的学术思想与“从胆论治”的临床医疗特色。

徐荣谦教授通过对胆、胆与五脏关系的认识［１０］，在

治疗小儿夜惊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徐荣谦教授在多年丰富临床经验基础上，独出

心裁，博采众方，根据传统中医理论、疾病的性质特

点、发展情况随证立法组方，标本兼顾。在徐荣谦教

授通过对胆、胆与五脏关系的认识，在治疗小儿睡惊

症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小儿胆气亏损，那么

发育也会迟缓。胆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就是贮藏和

排泄胆汁，肝胆对消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胆汁的生

成和排泄上，另外一种表现是肝胆的疏泄功能对脾

胃升降有促进作用，只有肝胆的疏泄功能正常，胆汁

的生成和排泄无碍，脾胃升降有序，饮食消化吸收才

得以正常进行，如果此时肝胆的疏泄功能失常则小

儿往往就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腹泻、干呕的情况，

久而久之也会影响小儿的免疫力，对疾病的抵抗力

就会下降。

徐荣谦教授认为“惊恐伤神”为小儿夜惊发病

的外因，而“胆虚神怯”为夜惊患儿常见的发病内

因。“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柴芩温胆汤［１１］为

主方治疗小儿夜惊，从调胆入手，壮其胆气，以达到

和解少阳，温胆宁神，以安五脏的功效。

小儿夜惊的治疗需要及早控制与治愈。夜惊的

频繁发作，会减缓孩子的生长发育，对患儿的心理因

素影响也很大，是多种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一个

重要表现［１２］。明代著名儿科医家万全在《育婴秘诀

·五脏证治部论》中曰：“小儿初生曰芽儿者，谓如

草木之芽，受气初生，其气方盛，亦少阳之气方长未

已”。胆主生发，象征着春天，孩子正在发育的时候，

与胆“少阳之气”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胆对小儿非常

重要，与小儿的发育密切相关。从胆论治小儿情志

疾病［１３］的治疗思路有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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