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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汗验案四则

浙江省嘉兴市王店人民医院 沈敏南

盗汗是寐时汗出
,

痞时汗止
,

为临床 的 常 见

病
,

也是可以出现于许多疾病中的症状
。

笔者认为

盗汗病机不能囿于阴虚一途
,

尚需辨证论治
。

现举

四例以证之
。

血泰盗汗案

张某某
,

男
, 5 7岁

,

农民
, i , 52年 5 月 9 日诊

治
。

1 9 9 1年冬天
,

二足浸在河水中3小时 之后
,

逐

渐发现二足厥冷
、

肿胀
,

疼痛
,

继后疼痛加剧
,

足

趾觉冷
,

足背热感
,

皮肤呈紫色
。

近半月
,

行走不

便
,

二足盗汗颇多
,

西医诊断为
“

血栓闭塞性脉管

炎
” ,

曾用祛寒湿药乏效
,

邀吾诊治
。

面色一般
,

饮食二便无殊
,

舌质淡紫苔白腻罩黄
,

脉小涩
,

二

足色紫
、

肿胀
,

此乃血痛阻络
,

寒热相间
,

营卫不

和所致
,

治以复方
:

红花
、

川苟
、

地龙
、

血竭各 8

克
,

地鳖虫
、

制香附
、

槟榔
、

赤芍各 10 克
,

川 牛

膝
、

忍冬藤各15 克
,

桂枝
、

独活各 6 克
,

全当归
、

炙植肉20 克
。

服四剂后
,

盗汗巳除
,

诸症均减
。

后

用上方加减三月
,

疾病痊愈
。

按
:

患者寒湿内侵是其因
,

久恋不去
,
已有化

热之趋
,

以致寒热夹杂
、

气血安滞
、

营卫流行不

畅
。

用红花
、

川苟
、

当归
、

血竭
、

地鳖 虫行 血 化

痛
,

止痛消肿 , 桂枝温阳化气以祛寒; 赤芍
、

忍冬

藤活血祛癖
,

清热通络 , 槟榔行气以助化疲之力 ,

川牛膝
、

独活
、

地龙通络活血
,

引药下行 , 植肉既能

醒胃启食
,

又能活血化癖
。

该方药证相符
,

疗效尚佳
。

湿热盗汗案

王某某
,

男
, 4 8岁

,

工人
,

于 1 9 5 2年 2 月 17 日

诊治
。

小腿盗汗间断发作二年久
,

发作时二腿重滞

无力
。

近因涉途过多
,

三 日来小腿盗汗又作
,

汗呈

粘状
,

下肢酸重
,
肿胀

,

胃纳不佳
,

胸院闷满
,

大

便欠畅
,

小便黄少
,

舌红苔黄腻
,

脉小滑
,

此属下

焦湿热之盗汗
,
治以清热燥湿

,

用 《丹溪心法 》二

妙散加味
。

黄柏
、

浴茅术
、

泽泻
、

木瓜
、

槟榔
、

陈

皮各1 。克
,

川牛膝
、

获等各15 克
,

连翘
、

佩兰各 8

克
。

四剂后
,

盗汗大减
,

舌苔黄腻十去其六
,

余症

均缓
,

前方去黄柏
、

柑茅术
,

加轻 化 之茬 香
、

青

篙
。

再服四剂
,

盗汗已无
,

诸症若失
,

用 《丹溪心

法 》健步虎潜丸二月
,

至今未复发
。

按
:

患者起病二年
,

湿热奎滞下焦
,

失治耗伤

肝肾精血
,

导致正虚标实之病机
。

分言之
:

下肢为

肝肾所主
,

二肢重滞
,

湿热内恋经络 , 大便不畅
、

小便尿黄
,

乃湿热之征也 , 涉途过多
,

久行伤骨
,

肾中精血更损
,

湿热更加猖撅 , 湿热波及中焦
,

而

成纳差
、

胸院闷满之症 , 盗汗乃涅热阻滞
,

营卫流

行不畅
,

迫津外出而为汗
。

用加味二妙散清利下焦

湿热
,

湿热去
,

用健步虎潜丸培补肝肾
,

以杜病根
。

肺血盗汗案

陈某某
,

男
,

32 岁
,

农民
, 19了9年 3 月23 日诊

治
。

患者去冬今春易感冒
,

曾服中西发汗药
,
以致

全身盗汗半月
。

面色魄白
,

喉痛
,

略咳嗽
,

力怯
,

舌质淡白
,

脉小
。

此属肺虚盗汗
,

治以 《局方 》牡

妨散加味合 《伤寒论 》桔梗汤
。

生 黄茂 20 克
、

党

参
、

浮小麦
、

糯稻根各15 克
,

麻黄根
、

陈皮
、

瘪桃

干各10 克
,

双牡蝎3。克
,

桔梗 8 克
,

甘草 5 克
。

服

四剂后
,

盗汗止
,

咳嗽除
,

诸症均缓
。

后服 《世医

得效方 》玉屏风散丸半年
,

并嘱寒暖适宜
,

一年后

随访未复发
。

按
.

惠者肺虚之体
,

易感外邪
,

而成感冒
。

因

单纯用发汗药
,

重伤其表
,

而致盗汗
。

用桔梗汤止

咳利咽喉
,

牡蝎散固表止扦
,

加用党参助黄茂益气

固表之力
,

糯稻根
、

瘪桃干增牡蝎收藏奴汗之用
,

陈皮以运药力调和诸药
。

配伍得当
,

奏效尚捷
。

后

宗蒲辅周先生经验
,

用玉屏风散丸小剂量长服
,

以

杜反复感冒之根
。

阴虚盗汗案

张某某
,

男
, 4 5岁

,

农民
,
于 1 9 了9年 s月 s 日

诊治
。

患者今年 6 月患黄疽肝炎
,

经治疗后肝功能

已正常
。

半月来
,

因胁肋隐痛
,

服理气香燥药
,

痛

未止
,

增盗汗一症
。

头昏目眩
,

胁肋隐痛
,

胃纳尚

可
, 口渴不欲饮

,

大便干结
,

舌红 绛苔 糙
,

脉弦

数
。

此时阴虚挟热之盗汗
,

治用 《兰室秘藏 》当归

六黄汤加味
。

当归
、

黄柏
、

黄芬各10 克
,

生地
、

熟

地
、

黄茂各15 克
,

黄连 5 克
,

白薇
、

绿豆衣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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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人的记载
,

却用了不同的语言 表 达 了
,

如 “莫

州
,

汉郊县
,

扁鹊此地人
。 ” 、 “

任丘县北
,

废郊

州东门外有扁鹊故宅” 、 “扁鹊
,

邹人
。 ” 、 “扁

鹊
,

战国郊人
。 ” 等记载

,

可都是一个地方
,

那就

是莫卜县
。

“郑县” ,

汉初尝隶勃海

《大清一统志》卷二十二
: “

郑县 故城 本 赵

邑
” 。

而勃海郡
,

那是汉高帝六年所置
,

它包括今

河北河间县以东至沧县
,

北至安次县
,

南至山东无

棣县
。

汉朝时属勃海郡的齐国之地是山东无棣县
,

不是山东长清县
。

另据 《大清一统志 》
、

《汉书地

理志补注 》等文献记载
: “

邦县
,

汉初尝棣 勃 海

也
” 。

如将邹县与长清县相比较
,

长清
,

它在汉时

始终没隶属勃海郡
,

而是属于北海郡
。

莫肠县距渤海

比长清县近
。

长清县不具备与勃海有关的条件
。

“勃海郡
”

之
“

郡” 字
,

非后人误补

对于司马迁在 《扁鹊传 》中所言 “勃海郡
” ,

张文虎日
: “勃海郡三字

,

盖后人因下文臣勃海秦

越人也误补
。 ” 如据张氏所说

,

那上文
“

扁鹊者
,

勃海郡郭人也
”

只能是 “郡
”

字因下文
“
臣勃海秦

越人也误补
” ,

而不应说成是 “渤海郡” 三字为后

人因下文误补才 对
,

既 然 “下文” 的
“

勃 海” 二

季
,

张文虎等也承 认是 《史记
·

扁 鹊传》 的 原

文
,

那 “上文, a勃海郡 ” 之 “郡 , 字是否为后人

误补的呢 ? 其实不然
。

首先
,

我们从 《史记 》的记实性来看
:

太史公

为访大禹葬地
,

登浙江会箱山 , 为探明舜王葬地与

其遗事
,

登湖南九炭山 , 到长沙凭 吊屈 原, 到洒

水
、

汉水访孔子故居 , 到彭城看项 羽故城
心 · ·

⋯
,

扁鹊是战国的名医
,

司马迁焉有不去他的故居瞻仰

一番的道理呢
。

《史记 》所记史实
,

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可靠性
,

是历代史家所 公认 的
。 “郡

”

的 设

置
,

秦时己正式设立了三十六郡
,

此以推之
, “郡

”

字不会是后人误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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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

服五剂后
,

盗汗除
,

余症均减
,

后服 《柳州医

话 》一贯煎半月
,

以收全功
。

按
:

该例始起湿热互结之黄疽
,

经 治 湿 热 退

尽
,

肝脏阴亏不足
,

以致胁痛
,

误用辛燥理气之

药
,
以致劫阴助热

,

而成肝阴不足
,

里热内蕴之病

机
。

用当归六黄汤清热凉血
、

滋阴止汗
,

加白薇以

另外
,

大凡古之简策凡属误脱者
,

则 文 羲 隔

绝
。

但 《扁鹊传 》 : “

扁鹊者
,

勃海郡郑人也
,

姓

秦氏名越人
,

少时为人舍长
。 ” 之句

,

寻其文羲
,

怡然理顺
,

说明此段简策并无误脱
,

故
“

郡 ” 字非后

人误补
。

而下文之 “臣勃海秦越人也
”

正是蒙上文

的 “勃海郡” 而省了 “郡
”

字
。

司马迁在上文 “扁

鹊者
,

勃海郡郑人也
,

姓秦氏名越人 ” 和下文
“
臣

勃海秦越人
,

家在于郑
”

之间以 ‘在赵者名扁鹊
”

遥相呼应
,

而且又是不厌其繁的用不同形 式 的 语

言
,

记实性地写下了扁鹊里籍与姓氏
,

这是司马氏

生花妙笔记叙的独特手法
。

司马迁学识渊博
,

他行

文细密
,

又有文彩
,

他对扁鹊里籍的记叙也恰恰是

做到了这一点
,

就这个
“

郡
”

字
,

钉住了扁鹊里籍

原是莫巧县
。

“鬓
”
与

“

绍
”

形极相近而致误

《扁鹊传》云
: “扁鹊者

,

勃海郡郑人也
” ,

又云 “臣勃海秦越人
,

家在于郑
” 。

张文虎日
: “

据下文及齐人而家于郑
,

郑字非误
” ,

张文虎是根

据
“
臣齐勃海

”

的 “齐
”

字而断定扁鹊是齐国人而

家于郑的
。

经考证
, “齐

”

字上有 “少
”

字
,

所以

扁鹊不是齐国人
,

而是姓秦氏名少齐
,

故张文虎所

说 “郑非误字” 也就不攻自破了
。

考古代篆字之 ‘易 ” 与 “拐
”

形极相近而易致

误
。 “郑 ” 在何地呢? 据 《舆 地广 记 》云

: “郑

县
,

郑桓公始封此
,

汉属京兆尹 ” , 《 国 策地名

考 》云
: “古郑城在今郑县西北三里

,

秦武公十一

年置
,

今在同州府华州西北三里
” 。

从以 上 文 献

看
,

郑在春秋战国时不是齐国地
,

这就更进一步地

证实了 a郑 , 应是 “莫巧” 的误字
。

结 语

综上所述
,

扁鹊姓秦氏名少齐
,

越人
。

他不是

齐国人
,

其里籍既不在汉时的泰山郡之卢
,

也不在

汉时的河南郡之郑
,

而是赵国人
,

其里籍确属汉初

时勃海郡之莫吕县
。

助清热之力
,

加料豆衣以增止汗之用
。

辨证精当
,

疗效确切
,

后用一贯煎滋养肝阴
,

以缓图治之
。

体会
:

盗汗辨证的要点在于虚实
。

实证临床以

血癖
、

湿热为多见
,

并以局部盗汗为特征
,

湿热盗

汗呈粘状
。

因为寐时卫气行于阴分
,

邪滞阴分
,

卫

气流行不畅
,

所以迫津外出为盗汗
。

虚证以气虚
、

阴虚为多见
,

并以全身盗汗为特征
。

寐时卫气行于

阴分
,

此时正气更虚
,

卫气固摄无权
,

阴津外泄为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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