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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渴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多饮尧多食尧多尿尧体
重减轻遥 传统理论治疗消渴多从阴虚燥热立论[1]袁脏
腑主要从肺尧胃尧肾着手袁然其临床效果并不甚理

想遥 大家开始逐渐突破三消论治袁寻求新方法袁关于

消渴的新理论不断发展袁黄元御便是新理论的代表

医家之一遥
黄元御是清代名医袁医术高超袁曾被乾隆赐予

野妙悟岐黄冶的匾额遥 他尊崇四大经典袁融汇四家所

长袁著有多部著作袁叶四圣心源曳便是其代表作之一袁
而其中关于消渴的论述可谓是独辟蹊径遥 本文将以

叶四圣心源曳为重点袁结合黄元御其他著作叶素灵微

蕴曳叶金匮悬解曳叶素问悬解曳叶灵枢悬解曳和叶长沙药

解曳中关于消渴的论述袁探讨黄元御对消渴的认识遥
1 病之机缄袁总在乎厥阴

张仲景在叶伤寒论曳厥阴经提纲中指出野厥阴之

为病袁消渴噎噎冶袁认为厥阴发生病变会导致消渴遥
黄元御秉承仲景之意袁明确提出野消渴者袁足厥阴之

病也冶[2]遥 黄氏认为消渴的发生袁总在乎厥阴为病遥
对于厥阴病病机袁黄元御在叶金匮悬解窑内伤杂病曳
中称野厥阴之经袁以风木而胎君火袁肝藏血而心藏

液袁病则风动火炎袁血液耗伤袁津亡肺燥袁则生消

渴遥冶黄元御认为消渴发生的关键在于风火合邪袁津
液消亡遥 消渴虽有肺金枯燥的病理变化袁然黄氏认

为消渴之病袁不责肺金而独责肝木袁他在叶灵枢悬

解窑五变曳中解释称院野柔弱者袁必有刚强遥 柔弱者袁
肺遥 刚强者袁肝也遥 肝气刚强则怒袁肺气柔弱则亦伤

消瘅也遥冶他认为是肝气刚强在先袁而后才有肺气之

柔弱袁其治在肝袁而肺自愈袁是以不责肺金遥 黄氏之

所以称消渴病野独责肝木冶袁是因为上述病机关键之

野风火合邪冶 可一分为二看袁叶素灵微蕴窑消渴解曳中
有相关解释院一为风邪袁木郁则风生袁风动则血耗而

津消渊叶四圣心源曳指出野风动则血耗而色枯冶冤曰二为

甲木之逆袁相火上炎袁此为火邪袁而甲木之逆亦咎由

足厥阴风木之疏泄袁手少阳三焦以相火主令袁足少

阳胆以甲木而化气于相火遥 生理情况下袁手足少阳

秘藏于肾水之中袁而约束小便曰病理状态下袁肝木生

意不遂袁怒而生风袁疏泄不行而强欲疏泄袁肾水失

藏袁则有甲木上逆袁相火上炎袁是以风火合邪袁津血

耗亡而病消渴遥因此袁黄元御提出消渴之病野独责之

厥阴冶遥
2 病机之本袁在于水寒土湿

消渴的发生在于乙木之郁袁 而究其根源则在

于水寒土湿渊水指肾袁土指脾胃冤遥 黄元御在叶四圣

心源窑厥阴风木曳解释称野盖厥阴风木袁生于肾水而

长于脾土袁水土温和袁则肝木发荣遥 木静而风恬袁水
寒土湿袁不能生长木气袁则木郁而风生遥 冶黄氏认为

脾升则肝肾皆升袁脾阳虚则湿生困脾而不升袁则肝

脾下陷袁肝郁风生袁故木郁根源之一为土湿遥 黄氏

亦认为肾中之阳袁升而化为肝中温气袁肾阳走泄袁
肾水则寒袁肾不暖脾袁脾土湿旺袁脾不能升袁则肝木

陷于肾水袁郁而生风袁故水寒亦为木郁根源之一遥
就消渴而言袁黄元御称野则由太阴之湿陷袁阳明之

燥逆也冶遥 对于野太阴衰而阳明盛冶袁黄氏在叶金匮悬

解曳叶素灵微蕴曳对其有散在解释袁黄氏认为院一是

土湿过甚袁脾陷肝遏袁郁生风燥袁在上津液损耗而

肺胃俱燥袁则生消渴袁在下疏泄不通袁是以小便不

利曰二是土湿非旺袁脾陷肝郁袁郁而生风袁则风木善

泄而肾水不藏袁火不归根袁相火上炎渊相火在水袁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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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作袁同时亦指出消渴病机之本在于肾寒脾湿遥临床治疗上黄氏以此理论指导实践袁以调治肝木为重点袁本着治病求本的

原则温肾阳尧燥脾湿袁为临床治疗消渴提供新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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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阳冤袁在上津液耗亡袁肺胃枯燥而善消渴袁在下

若肾水极寒而相火极衰袁泄而不藏袁则小便反多袁
若肾水微寒而相火尚存微焰袁泄而不行袁则小便不

利遥 前者根源以土湿为主袁 后者则以水寒土湿多

见遥 故消渴之病虽由木气之郁而起袁然因水寒土湿

而作遥
3 消渴之治袁在于暖水燥土疏木

黄氏在叶四圣心源曳中主要通过野饮水冶和野溲溺冶
的异常来辨证论治消渴袁将其归纳为三种基本情况院
野饮一溲一冶野饮一溲二冶野消淋兼病冶袁 分别以金匮肾

气丸袁猪苓汤袁桂附苓乌汤为基本方药治疗袁临床则

可以此为基准灵活运用袁以期取得良好效果遥
3.1 金匮肾气丸 黄氏根据叶金匮要略曳院野饮一斗袁
小便一斗冶袁简述其为野饮一溲一冶袁通俗来讲就是袁
喝得多袁尿得多袁喝多少袁尿多少遥 黄氏认为袁病之标

是肝肺燥热袁病之本为脾肾湿寒袁此下寒上热袁上热

则善饮袁下寒则善溲袁此尿为野溺多而精少冶袁故尚可

治遥 方药宜选用肾气丸袁其中附子暖肾以益阳根曰茯
苓尧泽泻泄渗湿淫而燥土曰地黄润乙木之燥曰丹皮行

血而达木清风曰桂枝达肝郁以行疏泄渊木主疏泄冤曰
薯蓣降敛而保精袁山茱萸敛精液而止疏泄袁二者共

奏敛肾精而缩小便之功遥 黄氏称此方为消渴之神

方袁并指出肾气丸八味之法与叶素问窑阴阳别论曳中
野二阳结冶义同符遥 黄氏在叶素问悬解窑阴阳别论曳中
言院野二阳结袁谓之消袁大肠手阳明结则燥金司令袁胃
足阳明结则戊土化燥袁传于厥阴袁血燥风生袁则为消

渴也冶袁此野是阳明燥盛而水利渊土湿非旺袁风木疏泄

而不藏冤者也冶袁治宜肾气丸遥 黄氏亦在此基础上对

肾气丸有所发挥袁叶素问窑阴阳别论曳 曰院野二阳之病

发心脾袁有不得隐曲袁女子不月遥 其传为风噎噎冶遥 黄

氏认为袁此消渴之病起于二阳而发于心脾者袁太阴

土湿过甚也袁其男子隐曲不利袁女子月事不调袁在于

风木郁甚而失疏泄袁此宜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减地黄

渊滋湿冤袁增丹皮渊乙木郁甚袁血凝不行冤袁去附子渊木
郁不泄袁温气下陷而生下热袁防其助热冤袁加芍药渊清
风木之燥冤袁是为药随病变袁辨证施治遥 黄氏亦指出袁
肾气丸不仅可以治小便一斗袁 小便之不利亦适用袁
然此无下热遥
3.2 猪苓汤 黄氏认为叶金匮要略曳中猪苓汤主治

之野渴欲饮水袁小便不利冶袁此消淋之兼病袁对于消渴

与淋袁叶金匮要略曳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

三篇中将二者一并讲解袁 而且开篇即是厥阴病提

纲袁仲景如此编排的意图袁笔者以为黄氏认为仲景

之意乃野消渴尧癃淋者袁皆厥阴之病也冶遥 黄氏在叶金
匮悬解窑内伤杂病篇曳对此给予解释说野厥阴风木之

气袁性主疏泄袁泄而不藏袁津液失亡袁则为消渴遥 泄而

不通袁川渎瘀塞袁则为癃淋冶遥 黄氏认为袁消渴与淋病

病机虽不完全相同袁然厥阴为病却是一致的袁而猪

苓汤主治之上消下淋者亦不例外袁此病机为土湿过

甚袁木郁风生袁肺津伤耗袁故渴欲饮水曰木郁疏泄不

行袁是以小便不利袁木郁于下袁则生下热袁治之则以

二苓利水泄湿袁泽泻渗利水湿袁滑石渗泄湿热袁四者

共奏泄湿燥土之效遥 然若徒求利于猪尧苓尧滑尧泽之

辈袁其利水之效恐会大打折扣袁以水之为性袁赖土木

之条达袁故需阿胶润燥息风以调达木气袁实为解渴

通淋之良方袁若木郁甚至无法疏泄袁则需加桂枝以

调木气遥
3.3 桂附苓乌汤 黄氏为叶素问窑气厥论曳中野饮一

溲二冶者创立此方袁黄氏认为袁此乃上下俱寒袁于上

则喝得少袁于下则尿得多袁此尿为精溺各半袁是危

候遥 若及早发现治疗袁尚可救治袁久则不治遥 黄氏指

出此病机为野水寒土湿袁木气疏泄冶袁故立桂附苓乌

汤遥 方中茯苓尧泽泻泄湿燥土曰附子暖下焦肝肾之

阳曰 干姜温中焦脾胃之阳以助其恢复升降之用曰首
乌滋肝而兼敛肝袁且无助湿败脾之忧曰桂枝最善调

达木气曰龙骨尧牡蛎蛰藏降涩以保精缩尿遥
4 结语

野土枢四象袁一气周流冶是对黄元御理论的高度

概括袁黄氏在阐述疾病时袁总以野一气周流冶立论袁治
疗疾病也总以恢复野一气周流冶的正常运转为最终

目标袁以此调整全身气机的升降[3]遥 消渴病的治疗也

不例外袁 黄元御认为消渴乃肝脾不升而胆胃不降袁
病机之本为水寒土湿袁病机之常乃厥阴为病袁治疗

总以暖水燥土疏木为基本原则袁从而恢复气机的正

常升降遥 黄氏擅长从整体上把握疾病袁核心理论明

确袁然消渴病外延极为丰富袁黄氏并未对其进行深

入发挥袁临床上仍需严格的辨证袁病变药变袁方能取

得满意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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