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中医治疗

八二级 张顺利

血栓闭塞性脉 管炎属于 中医的脱疽范

礴
,

临床上是以肢体疼痛
,

患肢脉搏搏 动减

弱或消失
,

皮色苍白
,

皮肤冰凉为特征
,

早

在二千多年前祖国医学对此就有记载
。

《灵

枢
·

痈疽篇》
“
发于 足趾名脱痈

,

其状赤

黑
,

死不治
,

不赤黑不死
,

不衰
,

急斩之
,

不则死矣
。 ”

汉代华佗 《神医秘传》 中记载
“此病发于手指或足趾之端

,

先痒而后痛
,

甲现黑色
,

久则溃败
,

节节脱落⋯ ⋯
。 ”

申

斗垣在 《外科启玄》 中指出 t’.
· ·

⋯足之大指

次指
,

或足溃 而脱
,

故名 脱疽
” 。

由此看

出
,

本病病情险恶
,

病人催患后痛苦极大
,

如延误失治
,

将造成终身的残疾
。

本人通过

临床生产实习
,

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
,

对本

病有了一些粗浅认识
,

现仅就木病的病因病

机
、

临床主要表现及治疗浅述之
。

致营卫不和
,

气血凝滞
,

阻塞脉络而发生本

病
。

机体心脾肾的亏虚
,

导致脏腑经络的功

能紊乱是本病 发生 之本
。

故 ((j 同天奥旨》

日
: “

脱疽之生
,

止四余末
,

气血不能同到

也
,

非虚而何 ? ”
而外感寒湿或外伤及情志

异常是本病发生的外在条件
。

正如 《素问
.

举痛论》中所说
“
寒气入经而稽迟

,

泣而不

行
,

客于脉外则血少
,

客于脉中则气不通
,

故卒然而痛
。 ”

一
、

关于本病形成的病因病机

《外科正宗》有
“

夫脱疽者
,

外腐而内

坏也
。

此因平素厚味膏梁
,

熏蒸脏腑
,

丹石

补药
,

消灼肾水
,

房劳过度
,

气 竭精伤
,

⋯ ⋯” 的内在致病因 素的记载
。

《外科医
一

镜》有
“
其原因多由于 跌足在冰雪 地上行

走
,

致气血与寒气冰凝而成
”
的外在致病条

件的描述
。

《医学入门》指出
“
脱骨疗因膏

梁
、

房室损伤脾胃
,

⋯ ⋯又有外修手足
,
口

咬等⋯ ⋯
”
的内外因 相结合 致病因素的记

载
。

另外
,

《冯氏锦囊》中有 “郁怒有伤肝

脾⋯⋯气血难达
,

易致筋溃骨脱
”
的情志致

病因素的记载
。

由此可以看出
,

对于本 病祖国医学认

为
,

心阳不足
,

气血耗伤
,

血脉运行不畅 ,

或因饮食失节
,

思虑伤脾
,

脾阳不振
,

气血

亏损
:
或因肾气虚损

,

而致心肾失调
,

均可

二
、

本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及治疗

祖 国医学很早对此就有过记载
。

如明代

陈实功 《外科正宗》中有
“
脱疽论

”
专篇论

述
: “凡患此者

,

多生于手足
,

故手足乃五

脏之干
,

疮之初生
,

形如粟米
,

头便一点黄

泡
,

其皮犹如煮熟红枣
,

黑气侵漫
,

相传五

指
,

传遍上至脚面
,

其痛如汤泼火燃
,

其形

则骨枯筋练
,

其秽异香难解⋯ ⋯
” 。

《外科

医彭》中载有
“初起足跄微肿

,

木痛
,

色变

紫黑逐渐延上至附
,

而踩而胫而膝⋯⋯轻脱

去五指
,

稍重脱 去足附
,

再重 则膝 胫 脱

矣
” 。

因此临床上每以肢体发凉
,

间歇性跋

行
,

静止痛
,

肢体 有麻热等异样感 觉
,

皮

色
、

皮温的改变
,

肢体营养障碍
,

脉搏搏动

减弱或消失
,

以及溃疡和坏疽等的症状轻重

情况而将本病分为以下五型
:

(一 ) 虚寒或寒湿型
:

症状
:
患肢沉重

、

酸痛
、

有麻木感
,

活

动时疼痛加重
,

迫使出现间歇性破行
,

或停

止行走
,

待休息后疼痛减轻, 患肢局部皮肤

苍白
,

患肢冰凉
、

干燥
、

汗毛稀疏 , 跌阳脉

搏动减弱或消失, 舌质淡苔白腻
,

脉沉细而

迟, 伴面色暗淡无华
,

喜暖怕凉
,
口淡不渴

等全身症状
。



琳证
: 阳虚寒凝血滞

,

脉络阻塞
。

治娜
:
温经散寒

,

和营通络

方肺
. 阳和汤或独活寄生汤加减

熟地黄
、

白芥子
、

炮姜炭
、

麻黄
、

肉

桂
、

甘草
、

鹿角胶

若脾阳虚明显
,

舌质淡胖边有齿痕加白

术
、

获等
、

山药 , 肾阳虚明显者加寄生
、

杜

仲
、

补骨脂 , 有明显的受寒冻史加羌活
、

独

活
、

细辛 , 疼痛较甚加地龙
、

皂刺
、

桃仁
、

红花等
。

(二 ) 气血两虚型

症状
:
患肢隐隐作痛

、

麻木
、

活动时加

重 , 患肢皮色苍白
,

皮肤冰凉
、

干燥
、

脱

屁
、

指
、

趾甲干燥
、

增厚
、

生长缓慢
,

汗毛

稀疏
,

肌肉萎缩
,

创 口肉芽 灰淡或暗红不

鲜
,

久不愈合
,

脓液清稀, 跌阳脉搏动减弱

或消失 , 舌质淡苔薄白
,

脉沉细无力 , 伴面

容愉悴萎黄
,

消瘦无力
,

心慌气短等全身症

状
。

拼证
:
气血两虚

,

筋脉失养

治娜
.
补气养血

,

和营通络

方药
:
人参养营汤加减

党参
、

黄茵
、

白术
、

炙甘草
、

陈皮
、

肉

桂
、

当归
、

熟地
、

五味子
、

获等
:

远志
、

白

芍
、

生姜
、

大枣
。

若饮食差加焦三仙
、

山药
,
疼痛较甚加

地龙
、

皂刺
、

桃仁
。

(三 ) 盛滞型

症状
:
患肢持久性静止痛

,

尤以夜间为

甚
,

动则加重
,

患者往往抱膝而坐
,

或患肢

悬垂在床边不能入睡 , 患肢皮温极低
,

呈暗

红色或紫红色或青紫色
,

下垂时其色加深
,

抬高时则 见苍白
,

患肢汗 毛脱落
,

肌肉萎

缩
,

皮肤千燥 如鱼鳞状
,

趾
、

指 甲增厚
,

指
、

趾端或掌部有粟粒样黄色痪点或痛斑反

复出现
,

跌阳脉和太溪脉搏动减弱或消失 ,

舌红绛或紫暗苔薄白
,

脉沉细而涩
。

此型患

者痛苦异常
,

因患肢疼痛难以入眠
。

拼证
:
气滞血康

,

脉络阻塞

治列
.
活血化奈

,

通络止痛

方药
:
血府逐寮汤或桃红四物汤加减

当归
、

生地
、

桃仁
、

红花
、

赤芍
、

川
‘

苟
、

权壳
、

柴胡
、

桔梗
、

牛膝
、

甘草

肢体发凉
,

皮肤苍白
,

脉沉偏寒者加附

子
、

干姜
、

肉桂 , 破溃流脓
,

便千尿赤偏热

者加公英
、

地丁 , 血疾较重者 加水蜓
、

蛇

虫 , 疼痛较甚者加穿山甲
、

地龙
、

乳香
、

没

药 , 挟湿者加二妙散, 病在上肢去牛膝 , 病

在下肢去桔梗
。

(四 ) 湿热型

症状
:

患肢疼痛剧烈难忍
,

彻夜不眠
,

患肢酸胀沉重乏力
,

局部红肿热痛 , 患肢潮
1

红或紫红肿胀
,

时有怕冷发凉
,

破溃后腐

烂
、

流脓滴水
、

其味臭
,

创面肉芽不鲜
,

汗

毛脱落, 跌阳脉和太溪脉搏动减弱或消失 ,

舌红苔黄腻
,

脉滑数, 患者常伴发热
、

口苦

渴欲饮不多
,

纳差
,

形体日渐衰弱
,

消瘦无

力
,

大便不畅
,

小便短赤
。

辨证
:

湿热蕴结
,

寮血阻络

治则
:

清热利湿
,

活血化痕通络

方药
:

三妙丸加味

苍木
、

黄柏
、

牛膝
、

木瓜
、

地龙
、

陈

皮
、

获等
、

丹 参
、

车前子
、

桃仁
、

红花
。

肿胀疼痛较甚加唬拍
、

橘络 , 疮 口流脓

稀水
,

久不收口加党参
、

黄茂等
。

(五 ) 热毒型

症状
:

患肢疼痛异常如汤泼火烧样
,

彻

夜不眠
,

常须弯膝抱足按摩而坐
,

局部红肿

热痈
,

脓多
,

气味恶臭
; 患肢皮肤黯红而

肿
, ‘

患趾
、

指如煮熟之红枣
,

皮肤上起黄

泡
,

渐变紫黑色
, :呈浸润性蔓延

,

甚则五

指
、

趾相传
,

波及手
、

足背
,

肉枯筋痪
,

呈

现坏死
、

溃破腐烂
,

创面肉色不鲜
,

汗毛脱

落稀疏 ; 跌阳脉和太溪脉搏动减弱或消失,

舌质红绛苔黄腻
,

脉洪大或弦细数 , 患者常

伴见发热
、

恶寒
、

口干渴
、

唇燥
、

烦躁不

安
,

便于尿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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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夏10 克
、

竹芬 10 克
、

积壳10 克
、

获岑15 克

碧玉徽 2 0克 (包)
、

丹 皮1 0克
、

桅子 1 0克
、

生地30 克
,

三剂水煎服
。

服三剂
,

鼻蛆及兼证均减
,

继服数十

荆巩固其疗效
,

以后就诊未再发病
。

按
:

观其脉证
,

是为湿热交阻
、

络损血

溢所致
,

火炽灼络
,

迫血上窜清窍则鼻此
,

肝火上头
、

则头目眩晕
,

湿热交阻
,

扰动胃

府
,

浊气上逆则恶心
,

积湿生痰
,

痰热上扰

则烦躁失眠
,

湿郁化热则搜赤
。

用篙芥清胆

汤以清泄胆火
,

利湿化痰
,

丹皮
、

桅子
、

生

地以滋阴降火
、

凉血止血
。

苦
。

方用篙答清胆汤主要取其 咙

之功
,

更加川栋
、

白芍舒肝利气解郁
,

使痰

消气顺
,

呢逆止
。

例四
,

呢逆

李 x x ,

女
,

42 岁
,

千部
。

患者呢逆三

年
,

时有发作
,

近一个月加剧
,

呢逆连声不

止
,

伴有痰声
,

胸腹胀满
,

咽如物堵
,

烦闷

恶心
,
口苦发粘

,

尿黄
,

舌红苔黄腻
,

脉弦

滑
。

治宜清胆以降逆 止呕
,

理 气以和胃化

痰
。

处方
:

青篙15 克
、

黄茶 1 0克
、

陈皮 1 0克

半夏1 2克
、

获茶一5克
、

竹茄 1 0克
、

积壳1 0克

碧玉傲1 0克 (包)
、

川栋 1 0克
、

白芍1 0克
、

生姜三 片
。

进八荆而呢逆停
、

但仍有痰
,

少腹时胀

不适
,

续服舒肝丸半月而痰消胀除
。

按
:
本证属痰浊中阻

,

气滞胆郁之证
,

胆郁气逆
,

则呢逆连声
,

胃气失和
,

痰浊中

阻
,

则腹胀满闷
,

胆郁久化热 则尿黄
,
口

六
、

体会

1
、

篙答清 胆汤的 组方严瑾
,

配伍精

当
,

效力专著
。

此方所主病证 的病位在少

阳
、

病邪以热邪为主
,

兼有湿痰
,

是治疗湿

热
,

痰浊所致少阳湿热痰浊证的 良好方剂
。

2
、

笔者 用同一方剂 化裁治疗四种病

症
,

充分体现 了中医 治病的一大特 征一一
“异病同治

” ,

但必 须掌握其共 同存在的
“
肝胆湿热

”
这一病机

。

3
、

本方的辨证要点为
: “

寒热往来
,

热多寒少
,

院腹满闷
,

口苦 口干
,

恶心欲

呕
,

舌红苔黄腻
,

脉弦滑
。

但在临床使用时

不可拘泥
,

症状不必悉具
,

但必有舌红苔黄

腻这 一主要体征
。

4
、

青篙在治疗发热时
,

用量宜大达3仓

克
,

若有尿黄时
,

加碧玉散以利湿导热下行
。

5
、

此方主治颇似 《伤寒论》 少阳病的

小柴胡汤证
,

二方 匀能和解表里
、

通调三

焦
,

但义同而药异
,

二方的主要区别在于
:

小柴胡汤治风寒寒热似疟
,

篙芥清胆汤主治

暑湿寒热似疟
,

前方适应证四时都有
,
后方

适应证多见暑令
。

原文谓
: “

青篙脑清芬透

络
,

从少阳胆经领邪外出
,

虽较疏达揍理之

柴胡力缓而辟秽宣络之功比柴胡为尤胜
,

故

近世喜用青篙而畏柴胡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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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证
.
寮久化热

,

毒热伤阴

治月
:
清热解毒

,

活血通络止痛

方葫
: 四妙勇安汤加味

玄 参
、

当归
、

金银花
、

甘草

疼痛剧烈者加 丹参
、

元胡
、

乳香
、

没

药
、

粟壳 , 红肿甚者加二妙散, 便干揭甚加

川军
、

花粉
、

麦冬
、

焦三仙
。

总之
,

以上各型病在上肢者可加桂枝
、

姜黄
、

升麻等, 病在下肢者可加牛膝
、

木瓜

等
,

临床灵活加减运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