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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 《金匾要略》中的
“

痹
,

金 匿教研室 杜志坚

《金匾要略 》一书中
“
痹

”

(闭 ) 字
,

分别见于 《脏腑经络先后病 》
、

《痉 湿 喝

病 》
、

《中风历节病 》
、

《血痹虚劳病 》
、

《胸痹心痛短气病 》
、

《腹满寒庙宿食病 》
、

《痰饮咳嗽病》
、

《水气病》
、

《黄痘病》
、

公妇人杂病》等十篇
,

计 15 条 出 现
。

有 病

名
、

病机
、

症状及服药后的反应 等 多 种 意

义
。

为便于理解经 旨
,

识别证候 以 指 导 临

床
,

拟将其中的
“
痹

”
作粗浅的辨析

。

1 “
痹

”
的涵义

1 ) 特指因风
、

寒
、

湿邪侵 袭 躯 体 经

络
、

关节所致的肢节或肌肉疼痛
、

重着
,

甚

至肿大屈伸不利的病证
。

如 《素问
·

痹论 》

云
: “

风寒湿三气杂至
,
合而为痹也

。 ”

2 )泛指邪气闭阻经络
、

肢体
、

脏腑引

起的多种疾病
。

如 《素间
·

痹论 》篇中
,

按

病变部位又分为骨痹
、

筋痹
、

脉痹
、

肌痹
、

皮痹等
。

以及 日久不愈可能发展至与其相合

的内脏
,

成为五脏痹
。

3 ) 指湿病
。

如 《说文解字 》指 出
:

“
痹

,

湿病也
。 ”

4 )意指堵塞
、

闭阻不通
。

如汉
·

华陀

《中藏经 》云
: “

痹者
,

闭也
。 ”

2 《金厦要略 》中
“
痹

” 之旨义

2
.

1 病证名称

2
.

1
.

1 湿痹
:

《痉湿喝病 》篇云
: “

太阳

病
,

关节疼痛而烦
,

脉沉而细者
,

此 名 湿

痹
。 ”

湿痹者
,

湿邪痹其身中之阳气
,

三焦

气化不 利之谓
。

因内外合邪
,

湿 留关 节
,

痹 阻 阳 气 则 关节疼重
,

烦扰不宁 ; 内合于

脾
,

中阳不化
,

故小便不利
、

大便反快
,

脉

沉细
。

2
.

1
.

2 血痹
:

《血痹虚劳病 》篇云
: “

血

痹阴阳俱微
,

寸口关上微
,

尺中小紧
,

外证

身体不仁⋯⋯
。 ”

本病由气血不足
,

感受外

邪
,

阳气痹阻
,

血行涩滞
,

以肢体局部肌肉

麻木为主症
,

甚或有酸胀或微痛感
。

2
.

1
.

3 胸痹
:

哎胸痹心痛短气病 》篇云
:

“
夫脉当取太过不及

,

阳微阴弦
,

即胸痹而

痛
。 ”

本病因上焦阳虚
,

阴邪上乘
,

邪正相

搏
,

胸阳闭阻所致
。

2
.

1
.

4 痹证
:
《中风历节病 》篇 指 出

:

夫风之为病
,

当半身不遂
,

或但臂不遂者
,

此为痹⋯⋯
。 ”

痹
,

指痹证乃风寒湿三气合

而为患
。

阻其局部关节
、

经络
、

多见某一肢

臂或手足疼痛
,

且能握能步
。

2
.

1
.

5 风痹
、

周痹
:
此二病名

,

《金匾 》

无专篇专论
。

仅属与血痹
、

黄汗病鉴别附带

述及
。

2
.

2 病证特征

2
.

2
.

1 麻痹不仁

《血痹虚劳病》篇云
: “

人年五六十
,

其病脉大者
,

痹侠背行⋯⋯
。 ”

说明人年老

体衰
,

精气不足
,

经脉失养
,

其 脉 大 而 无

力
,

故脊背有麻木之感
。

又 《水气病 》篇论
“
气分病

”
指出

:
,’.

· ·

⋯ 阳前通则恶寒
,

阴

前通则痹不仁⋯⋯
。 ”

(《说文解字》
“
前

,

齐断也
。 ”

一前
,

古假作剪
。 ”

) 前通
,

即

断绝流通之意
。

阳气不流通
,

肌肤失于温煦

而怕冷 ; 阴气不流通
,

肌肤失于濡养而麻痹

不仁
。

此外
,

血痹病的肢体局部麻木均是
。

2
.

2
.

2 疼痛痞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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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痹

”
为闭塞不通之意

,

不通则痞塞满

闷甚或疼痛
。

是以胸膺部疼痛痞 闷 者 为胸

痹 ; 正 当心窝部位疼痛为心痛
。

《胸痹心痛

短气病》篇指出胸痹
、

心痛的临床 表 现有
“
喘息咳唾

,

胸背痛
,

短气
” , “

不得卧
,

心

痛彻背
” , “心中痞

,

气结在胸
,

胸满
” ,

“
气塞

”
及

“心悬痛
”
等

。

2
.

2
.

3 大便闭结

《腹满寒庙宿食病 》篇云
: “

痛 而 闭

者
,

厚朴三物汤主之
。 ” 闭

,

指大便闭结不

通
。

诚如周扬俊 《补注 》指出
: “

闭者
,

气

已滞也
、

塞也
。 ”

本病因胃肠实热积滞
,

气

滞不行
,

闭阻不通所致
。

是以方中重用厚朴

行气泄满
,

大黄
、

积实导滞通便
。

2
.

2
.

4 四肢重滞

《脏腑经络先后病》篇云
:

( 外 邪 侵

犯 ) t’.
· ·

⋯四肢九窍
,

血脉相传
,

奎 塞 不

通
,

为外皮肤所中也
。 ”

《中风历节病 》篇

云
: “

邪在于络
,

肌肤不仁 , 邪在于经
,

即

重不胜
。 ”

由于正气不足
,

外邪乘虚而入
,

经脉痹阻
,

气血不能运行于肌肤
、

肢体
,

轻

者麻木
,

重者肢体重滞不易举动
。

诚如柳宗

元 《断刑论下 》日
: “

痹不得摇
。 ”

(摇
,

摇动
、

活动 )
。

2
.

2
.

5 手足厥冷

《水气病 》篇谓
: “

厥而皮水者
,

蒲灰散

主之
。 ”

厥者
,

手足逆冷之意
。

四肢为诸阳

之本
,

水在皮中
,

阳气痹阻
,

不 能 达 于 四

肢
,

故有此症
。

又因 阳痹而气化不行
,

必有

小便不利
,

当以利水通阳为其治法
。

2
.

2
.

6 经闭不行

《妇人杂病 》篇指出
: “

妇人经水闭不

利
,

脏坚癖不止
,

中有干血⋯⋯
。 ” 又云

:

“
妇人经水不利下

,

抵当汤主之
。 ” “

脏坚

癖不止
”
为胞宫寮血积而不去

,

经行不畅
,

则新血不荣
,

蓄泄失时
,

积久而 成 干 血 经

闭
。

2
.

3 揭示病机

气血阴阳贵在通畅无阻
,

运行不息
,

若

有痹阻则病证多端
。

致痹之因有虚有实
。

2
.

3
.

1 邪奎经脉
:

外邪侵表
,

经脉传注
,

营卫郁滞
,

关节痹闭不通
,

可见 麻 痹
、

疼

痛
、

重着
,

甚至拘挛等症
。

如血痹
、

痹证
、

风痹及周痹
。

2
.

3
.

2 湿闭于脾
:

湿阻于中
,

脾失健运
,

阳气不化
,

可见小便不利
,

便塘
,

如湿痹
。

若湿邪久郁化热
,

入于血分
,

熏蒸体表
,

发

为黄疽
。

2
.

3
.

3 阳气郁阻
:
上焦阳虚

,

寒邪内侵
,

或

饮食不 当
,

或情志失调
,

水气痰饮等阴邪上乘

阳位
,

痹遏胸阳
,

引发胸痹 , 胸为气海
,

清

气出入之所
,

若寒饮闭郁胸中
,

胸阳不展
,

可导致似喘不喘
、

似哆不哆
、

似呕不呕
、

心

胸烦闷不堪的病症 , 皮水为病
,

水湿之邪停

滞肌肤
,

四肢肿
,

阳痹为甚
,

邪正交争
,

可

见肌肉微微跳动
。

2
.

3
.

4 血行涩滞
:
邪入经脉或肝气郁结

,

使血行受阻
,

阴血凝涩 , 阳气虚损
,

运血无

力
,

均可导致肌肤
、

经脉失养
。

症见麻木
、

疼痛
,

唇疾舌青
,
口燥

、

但欲漱水不欲咽
,

以及胸满
、

腹满
、

脉微大来迟 等
。

诸 如 血

痹
、

肝着
、

经闭
、

产后寮血腹痛等病证
。

2
.

3
.

5 腑气不通
:
六腑以通为用

,

转化物

而不藏
。

若实热内塞或饮邪内结
,

积 于 肠

间
,

气滞不行则见腹满痛
,

口舌千燥
,

大便

闭结等症
。

总之
, “

痹
”
有虚实之异

。

外 邪
、

饮

食
、

劳倦
、

情志
、

虫积等致病因素或伤及脏

腑
,

功能失调
,

失于生化之功
,

稗经络气血

营卫运行不畅
,

而致痰湿
、

水饮
、

寮血
、

宿

食等病理产物
,

郁痹经脉或体内
,

产生诸多

病症
。

2
.

4 服药反应
2

.

4
.

1 药力已行
:
风湿表阳虚而湿邪较甚

者
,

宜 白术附子汤温阳除湿
。

方 后 注 云
:

“一服觉身痹⋯ ⋯
。 ”

意为服本 方 第 一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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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可见周身疫麻或如虫行皮中之感
,

以示

药力之功
。

2
.

4
.

2 治不得法
:
下焦阳虚

,

支饮上盛之

症
,

服小青龙汤后
,

虽然寒饮得以缓解
,

但

扰动虚阳上越
,

随冲脉上逆
,

气从小腹上冲

胸咽
。

因仅用发散之剂
,

更伤其阳而失于温

煦之功
,

故四肢厥冷
,

甚至麻痹 不 仁
。

如

《痰饮咳嗽病 》篇云
: “

青龙汤下 已
,

多唾

口燥
,

寸脉沉
,

尺脉微
,

手足厥 逆
,

气 从

少腹上冲胸咽
,

手足痹
,

其面翁 热 如 醉 状
”

3 临床意义

3
.

1 养生防病
,

早期治疗

《脏腑经络先后病 》篇指出
: “

若五脏

元真通畅
,

人即安和
。 ”

意为五 脏 元 气 真

精
,

充实畅达
,

营卫气血调和
,

抗病能力强

盛
,

自能抵御邪气侵害
,

人身安然无恙
。

故

应调精神
、

避风寒
、

节饮食
、

慎房室
、

保肾

精使阴阳气血通达无 阻
,

以防止疾病的发生
。

一旦患病
,

防微杜渐
,

及早 施 治
。

如

《金匾要略 》告诫的四肢才觉重 滞
,

即 导

引
、

吐纳
、

针灸
、

服药
、

膏摩等多方治之
,

以疏通经脉
,

活畅气血
,

勿令经络
、

九窍闭

塞
。

3
.

2 启迪治法

治
“
痹

” 之法多样
,

但无不 贯 穿 一 个
“
通

”
字

。

所谓
“
大气一转

,

其气乃散
。 ”

尤以通达阳气最关紧要
。

3
.

2
.

1 温阳行痹
:
温者

,

养也
。

阳气 不

足
,

运行无力
,

易受寒侵
,

气血经脉痹闭不

通
。

温阳能振奋阳气
,

鼓舞血行
,

寒 得 以

温
,

痹得以解
,

诸症尽除
。

如桂枝附子汤
、

白术附子汤
、

甘草附子汤
,

均治疗阳虚风湿相

搏
,

痹于肌表经脉或骨节 之湿病
。

以 桂
、

附
、

姜助阳气
,

化寒湿
。

3
.

2
.

2 通阳开痹
:

胸为清旷之区
,

倘为邪

气闭郁
,

胸阳不通
,

易发胸痹
,

当以括篓
、

蓬白
、

白酒
、

桂桂之属开胸豁 痰
,

通达 胸

阳 , 若寒饮困遏胸 阳
,

阻碍气之出入
,

心胸

极度烦闷者
,

治用生姜汁
、

半夏之属
,

辛散

寒饮
,

舒展胸中阳气
。

3
.

2
.

3 利湿宣痹
:

湿为阴邪
,

其性粘滞
,

易痹遏阳气
。

如内湿招致外湿之湿痹
,

治宜

利小便
;
湿邪痹于脾

,

蕴为湿热
,

交 蒸 血

分
,

行于肌肤之黄疽
,

宜 以利湿清热为法 ,

水与湿同类
,

水在皮中
,

痹阻阳气
,

症见手

足厥冷或邪正相争
,

肌肉响动者
,

分别主以

蒲灰散及防己获等汤利水通阳
。

前述病症
,

均为湿 (水 ) 邪郁痹阳气
,

使气化功能失常为患
。

皆以利水法湿通阳之

法
,

达到阳气伸发之旨
。

故后世有
“
通阳不

在温
,

而在利小便
。 ” 之说

。

3
.

2
.

4 活血疏痹
:

气血相依
,

血疲则气亦

阻
,

可见痛有定处
,

胸腹满
,

经水不利
,

经

闭或撤病等
。

该书中桂枝获等丸
、

下疲血汤
、

土瓜根散
、

抵当汤等均属活血消疲通经疏络

之剂
。

3
.

2
.

5 补气除痹
:
气具有生发和推动阴血

运行之功
。

气虚则运血无力而发生寮滞
。

如

虚劳日久不愈
,

经络气血运行不畅
,

疲血内

阻
,

所谓
“

干血
” 。

治宜补虚活血
、

消淤通脉
。

又

黄蔑桂枝五物汤治疗血痹
,

即为补气活血
,

气行则血行以除痹之意
。

3
.

3 鉴别诊断

3
.

3
.

1 中风与痹证
:

中风是由脏腑虚衰
、

外邪诱发
、

经脉痹阻引起
,

常见或左或右半

身不遂
,

无痛感
,
痹证乃风寒湿三气相合

、

痹其某一肢臂或手或足之经络
、

关 节
,

兼

有疼痛
。

3
.

3
.

2 太阳中风与黄疽
:

原文指出
: “

寸

口脉浮而缓
,

浮则为风
,

缓则为痹
,

痹非中

风
。 ”

黄疽病虽脉见浮缓
,

有似太阳中风
,

实为湿热相合
,

痹阻于脾所致
。

故 曰
: “四肢

苦烦
,

脾色必黄
。 ”

有别于太阳中风
。

3
.

3
.

3 血痹与风痹
:

原文
:

云 “
血痹⋯ ⋯外

( 下转第 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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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小柳氏综合症验案一则

天拖 医院中医科 ( 30 0 1 9 0 ) 李保生

王士相教授为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已故著名老

中医
,

笔者有幸曾随从王老临证学习
,

今整理在王

老指导下治疗小柳氏综合症验案一则
,

以飨同道
。

王某某
,

女
,

45 岁
。

干部
。

1 9了7年10 初诊
。

患者半年前头晕
、

头痛
、

泛恶
,
眼痛流泪

,

羞

明怕光
,

视力显著下降
,

曾在某医院诊为小柳氏综

合症
,

在数家医院中西医诊治
,

均无效果而来此就

诊
。

患者除上述症状外
,

眼前有不同形 状 黑 影飘

动
,

头痛甚时牵及头项部
,

伴有 口苦纳呆
,

失眠多

梦
,

记忆力减退
,

脾气急躁
,

大便稍平
。

舌质红苔

黄腻
,

脉弦滑略数
。

证属肝气 郁 结
,

肝胆湿热所

致
,

治法舒肝解郁
,

清肝胆湿热
。

处方
:

柴胡 6 克
,

胆草 9 克
,

木通 6 克
,

泽泻

9 克
,

半夏 8 克
,

陈皮 9 克
,

竹茹 9 克
,

草决明12

克
,

白羡葬 9 克
,

桑叶 9 克
,

独活 3 克
。

7 剂
。

二诊
:

一周后患者欣喜告日
: “

服药后头痛
、

头晕
、

眼痛
、

泛恶减轻
,

为几个月所没有之
。 ” 原方

再服 7 剂
。

三诊
:

患者自述眼中黑影消失
,

视力 显著好

转
,

舌质稍红
,

苔黄腻减退
,

原方加菊花 9 克
。

再

服 7 剂
。

两月后在门诊中相遇
,

云病已痊愈
,

上班

工作
。

抉
:

小柳氏综合症
,

现代医学称伴有全身表现

的特殊类型肉芽肿性葡萄膜炎
,

属中医
“

内障” 、

“

视物昏渺” 等范畴
。

《原 机 启微
·

风热不 制之

病 》云
: “

因热而召
,

是为外来 , 久热不散
,

感而

自生
,

是为内发
。

内外之邪
,

为病则一
” 。

历代医

家有
“

翁从风生
” , “

目病属火 ” 之论
。

本案患者

肝气郁结
,

五志化火
,

肝胆湿热所致
,

笔者拟胆草

泻肝汤加减
,

王老在复审处方时发 现方 中未用独

活
,

便教导说
: “独活辛温发 散

,

系 风 药
, 《内

经 》云
‘

风气通于肝
’

火郁发之
,

此方妙在独活一

味耳
。 ”

遂加上独活
。

医虽平淡
,

由于辨证准确
,

配伍得当
,

而收满意疗效
。

( 上接第 7 页 )

证身体不仁
,

如风痹状⋯⋯
。 ”

血痹以胶体

局部麻痹为主症 , 风痹为疼痛顽麻兼有之症

(见 《巢源》)
,

两者有一定区别
。

3
.

3
.

4 黄汗与周痹
:
黄汗除因水湿郁而化

热
,

熏蒸肌腆
,

汗出色黄外
,

尚 有 身 肿而

冷
,

两胫较甚
,

状如周痹之症
,

乃湿遏卫阳

所致 , 而周痹为病在血中
,

邪随经脉上下游

走
,

周身疼痛无休止为其特征
。

故原文论及

黄汗时指出
“
身肿而冷

,

状如周痹⋯⋯
。 ”

不可不辨
。

总之
, “

痹
”
在 《金匾要略 》中

,

多次

出现
,

有病名
、

病因
、

病机
、

证候
、

鉴别
、

提示治法及预防的不同意义
。

学者须条文互

参
、

前后贯通
、

全面分析
,

方能理解其奥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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