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武汉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计划（编号：２０１２６０５１３１５９）
通信作者：刘晓鹰，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卫生厅重点学科中医儿科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小儿肾脏病的研究及

名医经验传承之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ｘｙｌｚｊ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中医辨治小儿遗尿的古往今来

龙军颖１　刘晓鹰２　肖　飞３　裴学军３

（１湖北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６级中医硕士研究生，武汉，４３００１６；２湖北省中医院儿科，武汉，４３００１６；３健民集团儿童药物研究院，武汉，４３００５２）

摘要　小儿之体有别于成人，形神体用皆娇弱柔嫩，遗尿之病时有发生。余思中医传承千年而不衰，故当上下求索，于古
今往来间探寻其辨治小儿遗尿之道，以明求其因而知其机，通研其理法方药，以解小儿遗尿之苦。言小儿遗尿之病总不离

于肾之虚，而五脏六腑皆可相关，其机乃属三焦失司而膀胱不约，其治当以补肾固本止遗为要，寒热虚实者，则随证而治。

而专方成药者常有其便利之处，临证遣方用药多可加之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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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尿，古称“遗溺”，俗称“尿床”，乃指５岁及５
岁以上之小儿未能从睡眠中醒来而反复发生之无意

识排尿行为，多为每周超过一定次数，持续３月以上
者［１］。于本病之辨治，历代医家各有不同程度之记

述，专方成药之治亦有变化发展之记载。

１　历代医家之言
１１　战国至汉代　“遗溺”一词乃初见于战国·
《素问·宣明五气论》：“膀胱不约为遗溺”。此处不

仅提出了“遗溺”一词，亦是明确表明了遗尿之病位

在于膀胱，其基本病机为“膀胱不约”也。故《素问

·宣明五气论》又云：“水泉不藏者，是膀胱不藏

也。”然则战国·《灵枢·本输》中亦有云：“三焦者，

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癃闭，虚则遗溺，遗溺则补

之，癃闭则泻之”。膀胱是为何物？《素问·灵兰秘

典论》有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

能出矣”。三焦是为何物？《素问·灵兰秘典论》又

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可见“遗溺”之

机在于“膀胱不藏也”，其病在于一个“虚”字，其治

在于一个“补”字也。

然遗尿止于膀胱、三焦者乎？非也。

《素问·经脉别论》有云：“饮入于胃，游溢精

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

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灵枢·口问》中云：

“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尿之生成与排泄乃水液

代谢之重要一环，与膀胱、三焦密不可分，亦终究离

不开肺脾肾三脏。

诚如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

上气病脉证并治第七》中载：“肺痿吐涎沫而不咳

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

能制下故也。”此“上”乃“肺”也，此“下”乃肾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

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肺者，气之本，

主治节而通调水道；肾者，封藏之本，为水脏，主津

液。肺虚无以通调水道，金不生水，肾失封藏，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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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尿也。

１２　隋唐时期　至隋唐时期，多延续《黄帝内经》之
认识，最具代表性者当属隋·巢元方所著之《诸病源

候论·遗尿候》。巢氏言遗尿之病“以膀胱虚冷，不

能约于水故也。”余医家多效巢氏之论。

１３　宋金元时期　此期于《黄帝内经》之上更重于
点明肺、脾、肾三脏于遗尿一病之中不可或缺之席

位。

北宋名医钱乙于《黄帝内经》藏象理论之上创

建小儿五脏辨证体系，其“肾主虚”者乃小儿遗尿之

根本也。南宋·严用和《严氏济生方·小便门》中

有载：“肾藏有寒，寒积膀胱，注于脬脏，小便频数或

遗尿而不禁，遂成利病。”南宋·杨士瀛《仁斋直指

小儿附遗方论·大小便诸证》中云：“小便者，津液

之余也。肾主水，膀胱为津液之腑，肾与膀胱俱虚，

而冷气乘之，故不能约制。其水出而不禁，谓之遗

尿。睡里自出，谓之尿床。此皆肾与膀胱俱虚挟冷

所致也。”“肾与膀胱俱虚，内气不充，故脬中自滑，

所出多而色白，是过夜而阴虚愈多。”又云：“下焦虚

寒，不能温制水液，则尿出不禁。”“下焦蓄血，与膀

胱内损，则使尿自遗而不知。”

金·李东垣则道：“小便遗失，肺金虚也。”

由此可见肺、肾之虚，膀胱、下焦之寒，常致水液

代谢失常，亦可致遗尿也。

至于肾者主水与气化，膀胱与其相表里，主尿液

之贮藏与排泄，而肾之阴虚者，常失于气化，无以主

水，扰乱膀胱，而终致遗尿，其治乃补阴之虚而泄虚

之火也，诚如元·朱丹溪所云：“下虚内损而不固，宜

补膀胱阴血，泻火邪为主。”

１４　明清时期　明清之期更有尊遗尿一病以肾虚
为本者多。明·万全于其“三有余，四不足”中论遗

尿之病多以肾虚为本，他脏之虚亦多源于肾也。明

末·张景岳于其《景岳全书》中云：“盖水为至阴，故

其本在肾。”明·戴思恭亦云：“睡着遗尿者，此亦下

元虚冷，小便不禁而然。”清·李用粹则于《证治汇

补》中书：“睡则遗尿，此为虚证，所以婴儿脬气未

固，老人下元不固，皆有此患。”

然遗尿之病亦非止于肾之虚也。

张景岳云：“凡治小便不禁者，古方多用固涩，此

固宜然，然固涩之剂，不过固其门户，此亦治标之意，

而非塞源之道也。盖小水虽利于肾，而肾上连肺，若

肺气无权，则肾水终不能摄，故治水者，必须治气；治

肾者，必须治肺，宜以参芪、归术、桂附、干姜之属为

主，然后相机加以固涩之为佐，庶治本之道，而非源

流如度。”此乃培土生金，金水相生之用也。此外，其

于《景岳全书·遗溺》中云遗尿之病有志意之病者

亦不禁令时人耳目一新：“其有小儿从幼不加检束而

纵肆常遗者，此惯而无殚，志意之病也，当责其神，非

药所及。”此可谓以精神志意之说而解遗尿之病古今

第一人也。

又有心为火脏，肾为水脏，水火不济而致遗尿

者。明·董宿《奇效良方·遗尿失禁》中云：“盖心

属火，与小肠为表里，二气所以受盛，是为传送；又肾

属水，合膀胱为表里，膀胱为水之府，水注于膀胱，而

泄于小肠，实相交通也。若心肾气弱，阴道衰冷，传

送失度，必遗尿失禁”。李用粹《证治汇补》中云：

“若心肾亏损，阳气衰冷，传送失度，必具遗尿之

患。”

又有肝经郁热，相火妄动，或寒热交杂而致遗尿

者。明·王纶于《明医杂著·小便不禁》中书：“小

便不禁或频数，古方多以为寒，而用温涩之药。殊不

知有属热者，盖膀胱火邪妄动，水不得宁，故不能禁

而频数来也。”清·沈金鳌于 《杂病源流犀烛》中

书，“遗溺，肾、小肠、膀胱三经气虚病也。而经

与推及肺、肝、督脉，缘肺主气以下降生水，输于

膀胱。肺虚则不能为气化之主，故溺不禁也，宜补

中益气汤。不愈，当以黄柏、生地黄、麦冬清其

热。”沈金鳌指出： “膀胱者，水泉所藏，虚则不

能收摄，而溺自遗也。”又书： “小儿睡中遗尿，

多由于实热而间或因寒。”

余思足厥阴肝经“绕阴器，至少腹”，心者“君主

之官”而“主神明”，肝经郁热、相火妄动，抑或寒热

交杂，心之神明被扰，皆可乱水液之代谢，使决渎不

利、开合失司而终致遗尿也。

１５　近现代之思　古之大能已将遗尿一病道清说
明，今人多效古方而每获良效，然则古之与今终不能

一概而论，万物有变，其证在变，故其辨治亦有变者

尔。

倪珠英［２］言小儿遗尿非止于肾与膀胱，而关乎

五脏六腑者也。其虚者，多责之肾虚不固、气虚不

摄、膀胱失约，倪老多以补中益气汤合交通心肾之药

治之，以达交通心肾、安神固摄之功，巧用炙麻黄、石

菖蒲醒神开窍，柏子仁、远志养心开窍，炙麻黄配杏

仁宣肺降气、提壶揭盖，以达四两千斤之效。其实

者，多因湿热下注，倪老多以泻黄散清壅滞之内热，

然其久病伤正，后期则以补中益气汤调补正气，以善

其后。其虚实杂夹者则急则治标，先去其邪，缓则治

本，后扶其正，标本缓急，随证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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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兆君［３］言此病虽病在膀胱，然其根在于心肾，

与五脏六腑皆密不可分，其治当佐以心理疗法与行

为疗法以提高觉醒意识，药用醒神强志方是也。

张世卿［４］言本病源于先天不足，下元虚寒或后

天失养，肺脾两虚，膀胱气化不利，其治当培元固本，

温补肾阳，培元益气，固涩小便，方用桑螵蛸散合缩

泉丸加减，使肺脾肾三脏得调，三焦气化得复，膀胱

开合有度，而遗尿自止也。

俞景茂［５］言小儿之遗尿多属肾虚下寒、膀胱开

合无度，亦可见于心神失守、上不制下者，临证中多

以培元补虚、固摄膀胱、宁神清心为法，且善用炙麻

黄一药以宣肺开窍醒神也。

史正刚［６］将本病细分为肾阳虚弱、肺脾气虚和

肝经湿热三者，各以固堤丸合桑螵蛸散、补中益气汤

合缩泉丸和龙胆泻肝汤治之，且多嘱忌食白萝卜、白

菜之属，以防清利之品更利于尿也。

任献青［７］言本病实乃本虚标实，证属窍闭神阻、

神明被扰者当以石菖蒲、远志之属醒脑开窍而遗尿

自止也。

刘以敏言其顽固性遗尿者多属寒热虚实错夹之

证，须从五脏一体、行神一体而辨治，不可以有肾与

膀胱之偏，而全然不顾他脏之用。

李秀亮［８］言今人多食油甘厚味，小儿阳热之体

多有湿热之变，遗尿一病有下焦湿热者当重清热、开

窍、宣肺、补肾，方用黄芩滑石汤合缩泉丸加减，其下

焦湿热兼有肾虚者每获良效。

黄建业［９］言本病以下元虚冷、膀胱开合失司者

多见，然心为君主而主神明，其心气虚弱、心火偏亢

抑或心肾阴虚而致遗尿者亦不少，当“从心论治”，

益气养心、清心安神、滋补心肾之法当了然于胸。

丁樱［１０１２］言本病之治重在温补下元，佐以涤痰

开窍醒神，方用桑螵蛸散、五子衍宗丸、缩泉丸加减，

且当善以菟丝子滋阴补阳、缩尿固精、交通心肾，石

菖蒲开窍醒神。

刁本恕［１３］言小儿“肾气未充”，当以“后天补先

天”，然“补脾不如健脾，健脾不如运脾”，故其治须

“内外合治、灸药并用”也。

２　专方成药之治
医者不离方，方者不离药。小儿遗尿之病，有其

因，有其机，有其理法，则终须有其方药。随证遣方

者，有其随证而治之意；而专方成药者，则有其随行

随停之便，且其量少效佳，口味尚可，小儿多愿服之。

１１　传统成药　缩泉丸，乃源于南宋·陈自明《夫
人大全良方》，药用益智、乌药与山药，温肾而能散

寒，缩尿而能止遗，“缩泉”之名乃取约束膀胱之意，

善治小儿遗尿之下元虚寒而膀胱不约者也。六味地

黄丸，乃出自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脱胎于张仲景

《金匮要略》之肾气丸，药用熟地黄、枣皮、山药、泽

泻、牡丹皮与茯苓，乃滋补肝肾常用之品，善治肝肾

不足之遗尿者，多与缩尿止遗之品合用之。补中益

气丸，始见于李东垣之《内外伤辨惑论》，脱胎于宋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四君子汤，药用人参、白

术、甘草、黄芪、柴胡、升麻、当归、陈皮，补中而能益

气，升阳则可举陷，乃用于脾虚气馅而膀胱不固之遗

尿者。五子衍宗丸，乃出自明·张时彻《摄生众妙

方》，脱胎于唐·《悬解录》之五子守仙丸，有“古今

种子第一方”之美誉，药用五子（枸杞子、五味子、覆

盆子、菟丝子、车前子），善益髓填精而能通调膀胱，

用治小儿遗尿之肾虚者多与六味地黄丸并用，用治

小儿遗尿之脾虚者则多与补中益气丸同服。

１２　中药新药　小儿益麻颗粒（原小儿遗尿宁颗
粒）［１４］。主要由益智仁、肉桂、菟丝子、麻黄、白果等

药组成，有温肾宣肺、运化脾胃、缩尿止遗的功效，是

北京儿童医院陈昭定教授３０年经验方，主治肾气不
足型小儿遗尿症。张雪荣等以分层区组随机、双盲

双模拟及平行对照之法行小儿遗尿宁颗粒用治肾气

不足型小儿遗尿之临床研究，其小儿遗尿宁颗粒组

７２例患儿予小儿遗尿宁颗粒口服，其阳性对照组２４
例患儿则予盐酸甲氯芬酯胶囊口服，其结果显示小

儿遗尿宁颗粒组总有效率为 ９４２９％，阳性对照组
则为９５６５％，二者疗效评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非劣效检验，小儿遗尿宁颗粒组疗效不
劣于阳性对照组；小儿遗尿宁颗粒组于中医证候之

总有效率为９１４３％，阳性对照组为７８２６％，观此
证候疗效总有效率虽有小儿遗尿宁颗粒组高于阳性

对照组，但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
小儿遗尿宁颗粒于肾气不足型小儿遗尿之治不劣于

盐酸甲氯芬酯胶囊，且临床应用安全，未有不良反应

之发生。

３　结语
小儿之体，稚阴未长，稚阳未充，心肝有余，肺脾

不足，肾常虚，其下元虚寒、肺脾气虚、肝经湿热者常

致三焦气化不利、膀胱失于约束而成遗尿之病。西

方医学常以丙米嗪、醋酸去氨加压素、盐酸甲氯芬酯

之属疗解此病，其效有限，易于复发，且常伴不同程

度之不良作用。幸得今之医者承中医上下千年之

道，由古通今，由浅入深，由微而巨，分合并举辨治小

儿遗尿之病，言其总不离于肺脾肾三脏与膀胱、三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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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腑，且与心、肝密切相关，其本当属肾之虚，其机当

为三焦之气化不利及膀胱之约束失司，其治当以补

肾固本止遗为要，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常辨有

下元虚寒、肺脾气虚、肝经湿热、心肾不交诸证，其下

元虚寒者常以桑螵蛸散、缩泉丸治之，其肺脾气虚者

常以补中益气汤治之，其肝经湿热者常以龙胆泻肝

汤、泻黄散治之，其心肾不交者常以醒神强志方、交

泰丸治之，其寒热虚实错杂者当据其因候而随证治

之。此外，小儿遗尿者常有志意之病，神识糊涂，睡

中难醒，醒后常生自卑之心，其治当佐以麻黄、石菖

蒲、远志之属以开窍醒神，辅以心理疗法与行为疗

法，常需其家人配合医者，以提高小儿睡中觉醒意

识。专方成药之治有其便利之处，其用量少而疗效

佳，口味尚可而患儿多愿服之，临证遣方用药多可加

之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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