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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圣张仲景善用调和营卫法治疗内科杂病,其

立法及选药对今天仍有很大的临床意义, 本文结合

《伤寒论》条文,就其调和营卫法的临床指导意义,作

如下分析和探讨。

1　调和营卫治肺卫表证

调和营卫法治肺卫表证是仲景指导临床较为普

遍的一大方法,其常用药物是桂枝、芍药、炙甘草、生

姜、大枣、葛根等。如“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

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渐渐恶风,翕

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又如“太阳病,项

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均使

用调和营卫法以解肺卫表邪。条文“太阳病,发热恶

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 宜葛

根二越婢一汤。”“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

葛根汤主之。”方中葛根、桂枝、生姜、甘草、芍药、大

枣均为调和营卫之品。再如大青龙汤方证亦包含有

调和营卫的法则。“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

疼痛、不汗出而烦燥者, 大青龙汤主之,”方药有麻

黄、桂枝、炙甘草、杏仁、生姜、大枣、石膏。其中桂枝、

炙甘草加姜枣予调和营卫之意。又曰:“病常自汗出

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 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

谐和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

则愈。宜桂枝汤。”“太阳病, 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

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以上均论述

了桂枝汤的方证,提示出调和营卫在肺卫表证中的

应用。

2　调和营卫法治疗心系病证

心主血脉,营行脉中, 卫行脉外, 营卫失调可导

致心经病证, 而心经之病证可通过调和营卫来治疗。

在《伤寒论》中,此类用法颇为独到,对后世临床有较

大启发。条文曰: “太阳病, 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

枝去芍药汤主之。”方中用桂枝、炙甘草、姜枣以调和

营卫。又曰: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 心下悸欲

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方中仅以桂枝、甘草调和

营卫。“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

甘草大枣汤主之。”方中以茯苓利水,更以桂枝、炙甘

草调和营卫而温心阳。“伤寒,若吐若下后, 心下逆

满, 气上冲胸, 起则头眩、脉沉紧, 发汗则动经, 身为

振振摇者,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又曰:“伤寒

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小建中汤方

中以芍药调摄营血、桂枝温复卫气, 辅以炙甘草、大

枣、生姜、饴糖,共奏调营卫、除悸烦之疗效。又如: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 必惊狂、卧起不安

者,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其中

牡蛎、龙骨、蜀漆安神宁心,而桂枝、炙甘草、生姜、大

枣为调和营卫。条文:“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

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

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枝二两也。”“火逆下之,

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该条亦

揭示出调和营卫法在治疗心神不宁类心系病中的运

用。又如:“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方

中炙甘草、桂枝、生姜、大枣均为调和营卫之品,可见

调和营卫法在治疗诸如此类心系病证中的作用。

3　调和营卫法治疗脾胃病证

《伤寒论》曰:“伤寒五六日, 中风,往来寒热, 胸

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 或胸中烦而不呕,

或渴,或腹中痛, 或胁下痞鞭, 或心下悸、小便不利,

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若腹

中痛中,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这里运用芍药、

生姜、大枣、炙甘草以调和营卫。“太阳病,外证未除,

而数下之,遂胁热而利,利下不止, 心下痞鞭, 表里不

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方中运用人参、白术、桂枝、

炙甘草、干姜以调和营卫。仲景在辨太阴病脉证并治

中亦运用了调和营卫的法则。条文曰:“太阳之为病,

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 时腹自痛。若下之, 心

胸下结鞭。⋯⋯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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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脾胃系病证与表证夹杂有关时,可以运用调

和营卫的桂枝汤治疗。又如:“本太阳病,医反下之,

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 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

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二方均在太阴脾胃系

病证中使用了调和营卫的方法。

4　调和营卫法治疗湿家病证

对于湿家病之治疗, 常法有清热除湿、温化寒

湿、淡渗利湿、祛风除湿、温脾燥湿等, 但是, 医圣仲

景独创调和营卫法治疗湿家病, 实有独到之处, 启发

后人。条文曰:“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 桂枝加芍

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伤寒八九日,

下之, 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 不可转

侧者,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方中用桂枝、生姜、

大枣以调和营卫, 其“一身尽重, 不可转侧”为湿困周

身之证候。又如条文:“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

节烦痛、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

之。”该文指出了水湿内停而导致“支节烦痛、微呕”

的症状, 文中除黄芩燥湿、半夏化湿之外,尚有调和

营卫之品,如桂枝、炙甘草、芍药、大枣、生姜等。再如

“伤寒八九日, 风湿相搏,身体疼烦, 不能自转侧, 不

呕、不渴、脉浮虚而啬者, 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

便鞭,小便自利者,去桂加术汤主之。”该文指出了风

湿搏击于体内, 营卫不和,身体疼烦,不能转侧,应用

附子温以祛寒温,桂枝、生姜、大枣、炙甘草以调和营

卫,共奏除湿于体内之效。又曰:“风湿相搏, 骨节疼

烦, 掣痛不得屈伸, 近之则痛剧, 汗出短气, 小便不

利, 恶风不能去衣,或身微肿者, 甘草附子汤主之。”

该方附子温阳化湿, 白术燥湿,桂枝、炙甘草以调和

营卫,诸药合用,使风湿得以随营卫调和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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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在医学理论和临证实践上均

达到较高的造诣。其代表著作《类经》、《景岳全书》中

涉及医学心理学思想的内容颇多。兹仅就张氏在妇

产科方面的医学心理学思想初探如下。

1　妇女的一般心理生理特征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中首引谚语“宁

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并指出“此谓妇人病不易治

也。何也? 不知妇人之病,本与男子同,而妇人之情,

则与男子异。盖以妇人幽居多郁,常无所伸,阴性偏

拗,每不可解。加之慈恋爱憎,嫉妒忧恚,罔知义命,

每多怨尤,或有怀不能畅遂, 或有病不可告人,或信

师巫,或畏药饵,故染着坚牢,根深蒂固,而治之有不

易耳, 此其情之使然也。”本段指出妇科病之难治缘

在一个“情”——心理因素。也就是说,女性多偏重于

情感,对感情的体验较男子为细腻, 性格偏于内向

(属阴) ,故每因情志变化而致病。当今的临床病例统

计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即在相同的环境和相同的

刺激下, 不同的性别和性格所产生的反应也有着明

显的差异。临证因情志因素而致病者,女性远远高于

男性。与男子相较,女子有经、带、胎、产等生理特点。

中医认为, 男子属阳, 女子属阴; 女子以血为本, 其

经、孕、产、乳等生理过程中,无一不损耗有形之血,

且气与血,一阳一阴,阴血匮乏势必导致相对的阳亢

气盛。正如《灵枢·五音五味》所谓的“今妇人之生,

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这是妇女的一

般生理特点。

2　妇科病的心理致病因素

张氏指出: “女子以血为主, 血王(旺)则经调而

子嗣,身体之盛衰,无不肇端于此, 故治妇人之病, 当

以经血为先。”张氏认为, 月经失调所出现的经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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