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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中医经验
·

王士福教授治疗高血压病的临床经验

姜 东

高血压是指体循环动脉血压高于正常的

常见疾病
,

中医治疗效果良好
。

兹就王士福

教授 的治疗经验简介如下
:

一
、

以辛凉轻荆治疗
“
风邪上干清阳

”

所致 之高血压
。

例 1 ,
女

,
36 岁

,

怀孕25 周
,
因高血压

住院于天津中 心 妇 产 科 医 院
, 查 BP :

1 7 0 / 1 0 0毫米汞柱
,
下肢微肿

,

尿蛋 白( + )
,

西医诊断为妊娠毒血症
。

证见
:

头胀微痛
,
微咳

,
微渴

,
身重乏

力
, 四肢酸楚

,
纳呆

,
下肢微肿

,
面 现 燥

色
,

大便正常
,

小便涩少
。

舌苔薄白
,

脉右

浮而微数
,

左脉微现滑象
。

王老云
: 此证 “

头胀微痛
” 乃 叶 天 士

《温热论》 之风邪干清所致
, “

微咳微渴
”

是吴鞠通 ((温热条辨》所谓
: “热伤肺络

,

微热不甚之故
。 ” “

头痛身乏力
”
则为湿在

表分
,

而脉见浮而微数 之象
,
表明此证为风

热挟湿之邪伤及 上焦肺卫
。

前医误以浮脉为

弦
,

以肝阳上亢论治投重镇潜降之品
,

故患

者服之愈感周身乏力
夕
头目不清而胀

,

且血

压如故
。

此案当宗吴氏 “上焦如羽
,

非 轻 不 举
“
大法

,

以辛凉略加甘淡渗利之品治之
:

桑叶6叱 菊花 3叱 金银花 6 0 9

连翘 3 0 9 杏仁 3 0 9 苦桔梗 2叱

荆芥穗 15 9 马兜铃3叱 蓄香 1 5 9

该米3 0 9 通草一0 9

上药初煎取S O0c
c ,
二煎取 4 0 0 c c 合 为

1 2 0 0c 七,
一 日分四次服

,
三小时一服

,
每服

3 0 0c c o

服三剂后再诊
,
诸症悉愈

, 血压 1 3 0 / 7 0

毫米汞柱
,
尿检正常

,

微肿全消
,

又以上方

小其剂之半量
,
去着香

、

苗米
,

通草之芳香

甘淡以清余邪
。

后闻患者待足月产一男婴而

无恙
。

二
、

以辛通升阳法治疗
“
浊阴不降

”
所

致之高血压

例 2 ,
女

,
53 岁

,
高血压七年有余

,

久

治不效
,
血压波动在1 5 0一 2 2 0 / 1 10 ~ 1 20 毫

米汞柱之间
。

西医诊断 If 级动脉硬化
。

观前

方多为滋阴
、

潜降
、

熄风之剂
。

临证主述
:
头 目眩晕

, 时而心悸多汗
,

周 身乏力
。

查下肢微肿
, 面 色晦暗失华

,
舌

质淡嫩有齿痕少苔
,
脉浮取沉而细

,

沉取脉

来有鼓指之势
,
其去势则缓

。

王老推测患者

舒张压过高
,

测其血压为 1 8 0 / 1 3 0 毫 米 汞

柱
。

古无血压计
,
亦无收缩压

、

舒 张 压 之

说
,
但在 《黄帝内经》 中论脉动有

“
来

” 、

“
去

” 之别 ,
所谓来者

, 收缩也
;
去者

,
舒

张也
。

此患者之脉即 《素问
·

脉 要精微论》
“
来疾去徐

” 之说
,

此脉主 “上实下虚为厥

巅疾
。 ”

据王老多年临床体会
,

高血压患者脉见

弦劲鼓指者为常脉
,
若现沉

、

汪而沉取鼓指

者
,

多为 I[ 级以上动脉硬化
,

预后不良
,

古

人谓之 “脉证不符
” ,

亦称之为
“
逆

” 。

何谓
“上虚下实为厥巅疾

” ? “
厥

” 即

《素问
·

生气通天论》 中
“煎厥

” “薄厥
”

是也
。

又如 《素问
·

阴阳应象大 论 》 云 :

“
厥气上行

,

满脉去形
” ,

据 王冰注解释
:

“
厥

,
气逆也

,

逆气上行
,

洲于经络则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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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去
,

离形骸矣
。 ” 又王冰释

“ 厥 成 为 巅

疾
”

年云
: “

厥为气逆也
,

气逆上而
,

不已则

变为 卜巅之疾也
。 ”

可见
,
从 《黄帝 内经》

时代忧已认识此类疾患在
“上巅

” 即今之脑

}1’u竹
。

所谓 “
满脉

” 即高血压也
。

“
煎厥

” “
薄厥

,, 之病机在阴虚阳亢
,

而该患者之病机则由心阳不宣过服滋阴潜降

之剂
,

再伤 阳气
, 致使清阳被抑而不升

,
故

症 见合悸
,
多汗

、

周身乏力
,
脉沉细

,

舌淡

少苔等一派阴翁之象
。

清阳不升 则 浊 阴 不

降
,

收头日昏眩
, 面色晦暗而失华

。

此即清

阳不 仆
,

浊阴不降之高血压 眩晕之候
。

《素

问
·

四气调神大论》亦有阐述
,

如云
: “

天

110 则「l月不明
, 邪害空窍

、

阳气者闭塞
、

地

气者竹明⋯⋯
。 ” 即明阳虑阴冒之病机

。

方

t手〕
:

熟附子 3 9 桂杖尖 1 0 9 生 黄茂 6 0 9

支 干 签6 9 云 役答2 0 9 茅苍术30 9 炙甘草

1 0 9

此方等桂术
一

廿穴心阳
,

而以苍术易 白术

效平 )l: 佳
。

王老多年休会
,
苍术用千心悸

、

脉结代或参伍不调者 确有良效
, 其调整心律

之有效量为30 9 ,
临床观察 从 未 有 燥 象发

生
。

妊以 四逆汤助阳以 消阴翁
。

附子辅以干

姜以益火之源
。

治阳气被抑而不升
,
浊阴上

塑而不降之心悸眩晕
,

用量当为 3 9 ,
多则不

;士6 9
,

否则恐生他患
。

重用黄茂者
, 在于配

四逆升清阳以降浊阴
。

王老用升清阳之法治

高tJI
.

压
,

必重 加黄茂 6 c g ,
若用20 一 30 9 则益

2 兀效 小
,

但反起升压之作用
。

卜方服四剂后再诊
,

血压降至 1 60 / 1 00

毫米 求柱
夕
多汗 巳愈

、

头 目眩晕减轻
, 周身

乏力亦缓
,

唯时而心悸
, 微 肿

。

遵 《难经
.

十四 准》
: “损其心者调其营卫

” 之法 ,
前

与去 卜姜
, 加 白芍20 9 ,

生姜三片
,
大 枣 八

佼合佳草乃成桂枝汤
,

明营卫以养心主
,
且

芍 药
、

生姜合附子
、

苍术
、

云等 又 成 真 武

汤
,

消阴翁化水源以行无 制之水
,

故微肿必

消
。

七剂后三诊 , 血压 已降至 160 / 洲 毫 米

汞柱
,

诸证悉减
。

后用桂等术甘
,
黄 茂 建

中
,

肾气丸诸方加减变化以收余功
。

三
、

以 “
镇肝滚风汤

” “四 降”
协同法

治 疗阴应阳亢所致之离血压
。

王老积数十年临床经验总结出
, 治疗阴

虚 阳亢之高血压病
, 当以降为先

。

而降其高

亢之阳气
,
莫过于张寿甫之镇肝熄风汤

。

但

临床运用不可按图索骥
,
须得深悟张氏

“ 四

降协同
”
之妙

,
方能运用自如

。

如治一男性

患者
,
五十八岁

,
证见眩晕

, 目瞥
,
时头项

痛
,

耳鸣
,
心中烦热

, 口渴
、

多梦易惊
,
便

燥搜黄
,
面似酒醉

,
唇绛舌赤苔黄厚

,
脉两

部均弦劲而大
, 其势上入鱼际

, 测 血 压 为

22 0 / 1 10 毫米汞柱
。

王老云
:
脉见弦劲而大

上入鱼际 ,
多属阳亢之极

,

卜鱼为溢
,
故此

乃 “溢脉” 、

太过之 甚
。

患 者 血 压 多 在

2 00 / 1 00 毫米汞柱以上
。

病机为 阴 不 足 于

下
,

阳过亢于上
,

其气有升无降
,
随时有脑

卒巾之可能
,

治则首当降其 仁亢之阳气
,

折

其鸥张之势以缓疾急
。

故仿效
“镇肝熄风汤

” , 理 法 略 有 变

通 ,
拟力

:

元参 6 0 9 丹皮30 9 生地 3 0 9 赤芍

3 0 9 白芍3 0 9 知母3 0 9 生石 青6 0 9

菌陈 1 5 9 黄答 5 0 9 龟板 3 0 9 生褚石 3 0 9

生龙齿3 0 9 珍珠毋 3她 牛膝3叱 曹 蒲

2 0 9 羚羊 角粉3 9 冲服 生甘草1 0 9

此证烦热 口渴
,

面红唇绛舌赤
,

乃气营

俱热之象
, 仿昊鞠 通气血两播 治法

,

宜用玉

女煎
。

所不同者
, 此非由温邪传变而来

,
乃

源于平时烦劳
, 肾水暗耗

,
木失所 涵

, 肝风

内动
,

化火上炎
,
风火相煽

、

水 源 将 涸 所

致
。

若用药不当或稍缓稍轻
,
不 足 以 灭 其

焰 , 恐有卒中之变
,
故用茵陈

,、

芍草以缓肝

急
, 加黄芬清肝胆之热

, 元参
、

生地
、

丹皮

赤芍滋阴液凉血散血
, “自虎

” 以清气分之

热
,

更以 “四降协同
”
共折其上亢之势

, 羚

羊角清肝热以熄风
, 以龙齿易龙骨 , 以珍珠



1 9 9 2年第 4 期 天津中医学院 学报

张赞臣老中医谈中医临床用药

张郁郁 整理

中医与中药不可分割
,

所以中医临床必

须 以中医理论为指导
。

但从 目前临床来看
,

中医用药有三种情况
:

一是在中医理论指导

下辨证论治
、

选方用药
,
二是以西医理论为

指导 , 以西医的思路来选用中药 ; 三是专方

专药的运用
。

以上三种应用中药的力法都有

各自的优点
。

例如
:

中风
、

脑溢血
夕
中医分

为 中经络和中脏腑
,

中脏腑传统的治疗方法

多采用熄风开窍等办法
。

有人根据 西医的理

论认为脑出血的临床表现是由血 肿 压 迫 所

母易生牡蜘者
,

因患者易惊多梦
,

此魂随肝

阳而动夕
神因热势而浮

,
故用珍珠母镇之

,

生龙齿能敛之
,
加营蒲者则寓安 宫之意

。

五剂后府气巳通
,

病势俱缓
、

诸 症 悉

减
,
血压 18 0 / 10 0毫米汞柱

, 脉尚弦劲
,
但

“上鱼
” 之势巳缓

,
黄厚苔去其大半

,
气营

俱热已退
, 上方乃

“
急则治标

” 法也
, 此证

风火由藏阴而起
,

其势既缓
,

则当用缓肝之

急以熄风
夕

滋肾之液以充其源为法
。

前 方去
“白虎

” 、

黄答之清热及羚羊角 之 清 热 熄

风
,

神安魂归故将龙齿
、

珍珠母 易 为 生 龙

牡
,

加麦冬增液取其
“金水相生

” 之意
,
又

肝为将军之官
, 直折其亢不可久用

、

久则伤

其条达之性
, 易生它变

,
故加桑叶

、

黑芝麻

合芍草以柔之
,

缓之
。

此治本之法也
。

七剂

后血压 16 0 / 80 毫米汞柱
,

证脉皆平
,

继 以

熄风潜阳
夕

滋阴增液
,

缓肝柔肝养肝等药物

为法 以收功
。

临床凡遇高血压 眩晕之证
夕 便 以镇肝之

法论治而周效者
,

是 医者不明辨证也
。

而如

此例病证
,

投镇肝之法鲜效者
,

多 是 未 明

“四降协同
” 之奥妙

夕

或犯病重用缓之忌而

药量轻浅
。

王老以镇肝熄风汤治高血压
、

脑

卒中数十年
,
逐渐领悟该方所设 之

“
降

”

药 ,
可分四类

,

且相辅相成
,

各具妙用
。

一石类
:

其性沉重
,

具有自上而下沉降

之功效
,

如生褚石
、

磁石
、

生石膏
、

紫石英

之类
。

宜用于气火升腾
,

有升无降之实热阳

亢症
。

二介类
: 其性自下而上具有潜降之功

。

如生牡蝠
,
龟版

、

砒增
、

紫贝齿
、

珍珠母
,

石决明之类
,
因其味咸寒具有滋 阴 潜 阳 之

功
,
适用于肾水不足之阴虚阳亢者

。

三化石类
:

其性收摄而潜镇
, 具有安神

镇惊
,

收摄浮越上亢阳气之功
。

如生龙骨
,

生龙齿之类
。

适用于阴虚阳亢
、

浮阳上越
,

神不守舍多梦易惊
、

烦燥不寐之证
。

四木类
:

其性虽降而缓
,

具有引诸药下

行之力
。

如牛膝
、

沉香之类
。

以 上 诸 降 类

药
,

虽性专力猛
,

设无木类引降
,

使诸药协

同下行
,

恐结果享倍功半
,

其效不显
。

故镇肝熄风汤之法
,

有自上 而 下 沉 降

者 ;
有自下而上潜 降者

;
有收摄浮越上亢佬

气机者
; 辅以 向导又有引诸药下行直达病所

者
, “四降

”
协同

,
再配 以滋阴

、

清热
、

熄

风之品
,

焉有不效之理
。

王老认为
,

镇肝法之运用
,

必是肝阳亢

极大有危及君主之势方有显效
。

对 于 肝 休

虚
,

肝气不舒或肝体亢用疾而未有危及君主

者 , 则当慎用
,

免伤 其条达之性
。

亢 者 缓

之
;
疾者柔之

;
体虚者养之 , 不 舒 者 疏 呀

之
,
如此方合 ((素问

·

至真要大论》 治法之

大旨
,

而达到
“
各安其气

,

必清必静
” 之目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