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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论治
“

脑血管病
”

初探

白 庆 元

张锡钝为近代河北名医
,

临床上注垂实

践
,

‘

节术上力图沟通 中西
,

于理法方药
,

颇

多独列见解
,

用于临床
,
多有效验

。

其所著

心父学衷中参西录 》一书
,
尤为 医 界 所 推

崇
。

本文试就张氏对
“
脑血管病

”
的论述作

一初 少探讨
,

以求指导临床
。

一
、

论病机上溯 炙内经 》

张氏论述
“
脑血管病

” , 以 《内经 》理

论为依据
,
因虚实的不 同

,
而 分 为

“
脑 充

血
”

与
“脑 贫血

”
两类

,
其病机迥然不同

。

“
脑充血

”
为肝火 胃气上逆

,

肺气

不降之实证 现今的高血压
、

中风病
,
张氏

称之为
“
脑充血

” 。

认为本证属于 《内经 》

卜的煎厥
、

大厥
、

薄厥证
,

其病机因
“
肝木

失和
,

风白肝起
, 又加以肺气不降

夕
肾气不

摄
,

冲气胃气又复上逆
,

于斯
,
脏腑之气化

皆土升太过
, “

·

⋯致令神经失其所司
,
至 昏

厥不省人事
” 。

《素问
·

调经论 》说
“
血

之 ‘了气
,

并走于上
,

则为大厥
,
厥则暴死

,

,

〔复反则生
,

不反则死
” 。

血必随气才能上

至于脑
,

若气上升太过
夕 必致脑中充血

。

若

气复反而下行
,
血即随之下 行

,
故其 人 可

生 , 若气上行不反
, “

血必随之充而益充
,

不至血管破裂不止
,
犹能望其复苏乎

” 若

血管破裂
,

疲血阻滞经络
,

就会出现半身不

斗鳌等证
。

“

脑贫血
”
为大气虚损

,
脑髓失养

之虚证
。

张 氏认为
,

人之脑 髓
,

赖 血 液 濡

润
,

才能发挥其功能
。

而 血液之上注于脑
,

全赖胸中大气以助其上升
。

张 氏立论
,
尤重

大气
,

所谓
“
大气

” ,

即宗气也
。 “

宗气积

干胸中
,

以贯心脉
,

而行呼吸
夕 由此知胸中

宗气
,
不但为呼吸之中枢

夕
而由心输脑之血

脉管亦以之为中枢 ,’
。

《灵 枢
·

口 向 篇 》

说
“ 匕气不足

, 脑为之不 满
,

耳 为 之 若

鸣
,
头为之若倾

, 目为之眩
” ,

其上气即宗

气上升之气也
。

所谓
“
上气不足

,

脑为之不

满 ”
者

,

即宗气不能贯心脉以助血液土升
,

则脑中气血皆不足也
。

张氏还认为
夕

元气源

千肝 肾
,
而

“
元气者

,

胸中大气之根也
” 。

“人 之色欲过度者
,

其脑髓必空
, 人之脑髓

空者
,
共人必头重 目眩

,

甚或碎然昏厥
,

知

觉运动俱废
” , “

而其病因实由于脑部贫血

也
” 。

最近亦有研究证实
“
祖国医学肾精

不足型眩晕与现代医学的脑供血不足 引起的

眩晕有着相类似的病理基础
” 。

见 《中国

医药学报 》
,  〕 ,

二
、

论治法分清虚实

“
脑血管病

”
常见证状为眩晕

、

耳鸣
,

甚则昏迷仆倒
,
终至偏枯

、

肢体痪废
。

但因

病机因实因虚之不同
,
而宜分另雌治

。 “设

或药有误投
,
必至凶危立见

” 。

实证之
“
脑充血

” ,
多 见 头 痛 眩

晕
,

耳聋目胀
, 胃中时觉有气上冲

,
或言语

不利
,
头重足轻

,
脉必弦硬 而 长

。

治 当 清

火
、

平肝
、

引血下行
。

拟定建 瓶 汤 一 方
,

“
服后能傀脑中之血如建瓶之水下行

,
脑充

血证自愈
” 。

若重者
,
出现肢体渐觉不利

,

日眼渐形歪斜
,
甚至颠仆

,
昏不知人

, 醒后

出现肢体痰废时
,
则用镇肝熄风汤

,
镇熄肝

凤
,

清肺降逆
。

“
脑贫血

”
证重者亦可 见 牌 然 昏

仆
,

肢体颓废或偏枯
,
但必见面黄唇 自

,
或

呼吸短气
,
或心中征忡

,

头痛而不茗
“
脑充



脚护 , 尸 门

一
目 ‘ 曰 侧

血
”
之胀痛

夕
脉象微弱

,

或 至 数 兼 迟
。

此

因
“胸中大气虚损

,

不能助血上升也
。

是以

欲治此证者
,

当以补气之药为主
,

以养血之

药为辅
,
而以通活经络之药为使也万

。

方用

千颓汤补气升气以助血液上升 补肾精
、

益

脑髓以培大气之根
。

若服药久不愈者
,
可用

补脑振顽汤
夕 即上方加用蜜虫

、

地龙
, “

二

药并用能将神经之断者引而接之
” , 加用制

马钱子
, “以其能润动神经使灵活也

” 。

三
、

施方药独具心得

虫善接
,
二药并用能将血管神经之断者引而

接之
” 。

因此
,

治疗肢体赓废偏枯
,
服药久

不愈者之补脑振颓汤中用之
。

此尚有待临床

验证
。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对马钱子的应用
。

张氏治疗肢体赓废
,
方中概用炙马钱子

分
, “以开通经络

,
透达关节

” ,

认为马

钱子能
“
润动神经使灵活 也

” 。

据 药 理 分

析
,

马钱子含番木鳖碱即士的宁
,
能选择性

兴奋脊髓
,

增强骨骼肌的紧张度
。

惟其毒性

较大
,

多不敢轻用
。

张氏乃详述炙法
,

用之

多有效验
,

足见其胆大心细
。

张氏于
“
脑血管病

”
遣方用药

,
亦独具

心得
。

凡气血上冲于脑部者
,
概以怀牛膝为

一
、 主药

,

重用至一两
。

认为
“
牛膝 引气 血下

行
,

并能引其浮越之 火 下 行
” 。

龙 骨
、

牡

砺
、

猪石善敛冲气
,

几药合用
,
能使挟血上冲

之逆气徐徐下降
。

方可更可 加 用桃 仁
、

红

花
、

丹参等活血之药
, “以化脑中癖血

” 。

而肢体痞废不愈者
, “因从前溢出之血留滞

脑中未化
,
而周身经络兼有闭塞处

,
是以方

中多用通气化血之品
” 。

证之今 日临床
,
此

类病人多有血液粘稠度增加
,
血栓

、

病血等

存在
,

活血化疲是常用治法
。

张氏早有此认

识
夕

是很有见地的
。

而胸 中大气不足
,
血不

能随之上注于脑者
夕

则重用黄茂以补大气
、

升气血
。

因大气根于元气
,

此类病人又多有

肾精不足
,

脑髓 空虚
,

故多用鹿角胶以通督

脉
、

补脑髓
。

傅肾精充足
,

大气充沛
, “

脑

贫血
”

证自除
。

张氏更认为
“
蛆卿善引

,
蜜

结 语

对于
“
脑血管病

”
之论述

,
自《内经 》

以降
,

代有发 明
,
虽大理昭昭

夕
但于病机阐

释 ,
显然失之笼统

。

即如当今之 《实用中医

内科学 》
,
于中风半身不遂等证之机理

,

亦

以 “阻滞经络
”
概之

,
殊欠透彻

。

张氏生当

近代
,

西医理论已传人中国
,
有鉴于此

,

乃

试图沟通中西
,
以西医理论补中医之不足

。

其 论 述
“
脑 血 管 病

”
之 机 理

,
上 溯 亥内

经 》
,

并时时掺以新说
, 以神经传导阐释

。

虽限于时代
,
难免有牵强之处

,
但其以虚实

分论
,

还是条理分明
, 发前人所未发

,

足堪

效法的
。

尤其是遣方用药
,
独具心得

,
证之

临床
,

极有效验
,

值得进一步研讨
。

引文俱见 《医学衷中参西录 》 河北

人民出版社 年 月 第二版

·

会讯
·

全国特种针法临床经验与护理学术交流大会定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北戴河召开
。

全国中医诊断第三届专题学术会议定于 年 月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
。

巾国中医药学会内经委员会拟定于 年秋季召开第四届全国内经学术研讨会
。

中国中药
·

学会中医内科学会血证专业委员会拟于 年 。月在大连市召开第六届血证学术研讨会暨血

癖证专业委员会
、

血液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