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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福教授, 现年 82 岁, 系津门著名老中医, 从

事医学临床、教学及研究工作数十载。他采用中西医

结合方法治多种疑难重症, 尤其是对风湿性关节炎
(痹证) , 颇有研究, 疗效显著。笔者现将跟随王老学

习治疗痹证十余年来的心得体会总结如下。

1　治痹当分初、中、末三期

王海藏云:“治病之道有三法焉, 初、中、末也。初

治之道, 法当猛峻者, 谓所用药势疾利猛峻也。⋯⋯

中治之道, 法当宽猛相济, ⋯⋯末治之道, 法当宽缓,

宽者谓药性平善, 广服无毒, 惟能养血气安中。”

治痹亦当如此, 大凡痹之初期风、湿、寒、热等邪

为主, 当以大剂猛峻之品, 速去其邪; 中期者或失治

或邪未尽去者, 当于祛邪猛药中少加扶正之品, 如黄

芪、当归、寄生、白术之类可选用一、二; 若经年累月

迁延不已, 因邪袭经脉, 运行失常, 转为实中夹虚证,

尤易引起血虚, 故治当注意养血补血, 以“独活寄生

汤”最为得当。方中当归、白芍、生地、川芎四物, 功长

养血补血, 此为痹证末期扶正祛邪之良方。若初期邪

盛之时用之, 则误矣。若面色白光白、短气乏力而气虚

者, 本方去寄生, 加黄芪、续断, 名为“三痹汤”; 若身

体瘦弱, 周身疼痛而无定处, 缠绵不已 (化验均为阴

性) , 可选用《金匮》“黄芪桂枝五物汤”治之。

2　辨痹证之关节肿痛

痹证关节痛有肿者, 有不肿者, 宜详辨之。大凡

肿者较不肿者为重, 若只肿痛而局部不红不热, 舌淡

少苔或白滑苔者, 多属寒湿之邪流注关节; 若肿甚而

痛不显者, 多因于湿; 肿痛而灼热, 舌质红降苔黄腻

或白腻者, 多属湿邪化热化毒之候; 若关节肿大肌肉

削瘦难以屈伸者, 乃湿热化毒转而化燥, 煎耗津液、

精血而致, 最为难治。两膝肿大而腿消瘦者, 古人谓

“鹤膝风”。

大凡痹证肿痛者, 多因湿邪流注于经脉关节所

致, 因湿邪其性粘腻濡滞, 一旦流注关节, 附着不去,

肿久不消, 与顽痰死血相结, 则留滞难除。

王老治肿初期常加二妙、薏米、泽泻之类; 末期

常重用半夏、南星、白芥子配逐瘀之土鳖、蛇、蝎等虫

类药以搜剔络道。另外, 也常用刘寄奴 30 g, 苏木 30

g 参伍, 因此二药办为消骨肿之效药, 具有活瘀止痛

之功。

3　止痛药的运用

中医方药中止痛者甚多, 用之得当则有效, 不得

当则无效。痹证之痛是因风、寒、湿、热之邪所致之关

节骨痛。王老经多年细心体会, 用半夏、南星各 60 g,

再随证配伍, 风湿之邪为主者, 配独活 30～ 60 g; 以

寒邪为主者, 配桂枝 10～ 20 g; 若遇患者一侧腿痛剧

烈, 而又不耐川草乌者, 常以半夏、南星各 60 g, 配桂

枝 15 g, 止痛效果甚佳; 以热邪为主者, 配大剂白虎

汤治之; 若肿而痛者, 配全蝎 10 g, 祁蛇 20 g, 刘寄奴

30 g。

4　藤类引经药之运用

王老认为, 治痛痹之证, 因病变部位常在四肢关

节处, 为引药力直达病所, 以提高疗效, 方中可加藤

枝类药物, 如: 络石藤: 通络祛风, 善通络中之滞, 肝

肾虚之风湿痛痹, 并伴有四肢拘挛, 屈伸不利者用之

最宜; 清风藤、海风藤: 均祛风湿、通经络, 治风湿痹

痛, 前者镇痛且有止痒消炎之效, 善治关节红肿热

痛。后者善治络中之风游走性疼痛而偏于寒者; 忍冬

藤: 其清热解毒祛风活络善治热痹肿痛; 鸡血藤: 具

有通络疏筋、活血补血之功。故平素气血虚弱而患有

慢性风湿的老人和妇女最为适用; 伸筋藤: 具有舒筋

活络、清热利湿之功。主治风湿筋骨疼痛, 腰肌劳损、

筋急肉痛者; 天仙藤: 祛风湿, 通经络, 化水湿, 消肿

止痛。治风湿痹痛兼水湿而肿者; 丝瓜络: 通经祛湿。

用于治疗痹证关节痛、肌肉痛, 尤适用于急性发作、

局部肿痛、小便不利属热痹者; 桑枝: 具有通络、清

热、舒筋、利关节的作用。能引诸药力达于四末, 为疗

四肢疾患之主要引经药, 故广泛用于治疗风湿痹痛,

无论急, 慢性风湿性关节炎, 只要有关节疼痛和活动

障碍者, 均可用之。
(收稿日期: 200120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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