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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渊IBD冤通常指溃疡性结肠炎渊UC冤和
克罗恩病渊CD冤袁主要临床表现包括腹痛尧腹泻尧黏液

血便等遥 根据这些症候表现袁IBD 可归属为中医野泄
泻冶野久利 渊痢冤冶野久泄冶野脓血痢冶野大瘕泻冶野肠澼冶
野肠痈冶等范畴遥本文通过对明代医家张景岳叶新方八

阵曳 一书中治疗与炎症性肠病类似疾病的方剂中药

物进行统计分析袁探析其临证思路袁以供临床参考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方剂来源于叶景岳全书窑新方八阵曳遥
1.2 选择标准 明确用于治疗 IBD 主要临床表现

所对应的中医病名如野泄泻冶野久利渊痢冤冶野久泄冶野脓
血痢冶野大瘕泻冶野肠澼冶野肠痈冶等疾病的方剂遥
1.3 研究方法

1.3.1 数据规范 参照叶中药学曳 [1]将检索到的方

剂中的药物名称尧分类尧性味尧功效尧归经统一遥叶中
药学曳中未记载的药物袁则以叶中药大辞典曳 [2]为标

准遥
1.3.2 统计学方法 应用 Excel2013 将符合标准方

剂中的药物按照药物名称尧分类尧功效尧性味尧归经

等建立数据库袁并进行数据分析遥
2 结果

2.1 方剂选取情况 符合纳入标准的方剂共 45
首袁其中汤剂 31 首袁固体剂 14 首渊丸剂 11 首袁散剂

1 首袁制糕者 2 首冤遥 45 首方剂共药物 88 种袁总用药

频次 373 次袁其中甘草应用频率最高袁为 32 次袁其
味性平袁可升可降袁可调和诸药袁张氏谓之野随气药

入气袁随血药入血袁无往不可冶[3]1536袁临床应用广泛袁
故而不在本研究之列遥

2.2 用药频数情况 在 45 首方剂中使用频数前 6
位的药物依次是干姜 19 次尧 人参 17 次尧 白术 15
次尧山药 14 次尧白芍 14 次尧熟地 14 次遥 而使用频数

﹥5 次的共 18 味袁见表 1遥
表 1 45 首方剂中使用频数﹥5 的药物统计

干姜

药名

19 茯苓 9
使用频数 药名 使用频数

13 肉桂

使用频数 药名

人参 17 五味子 911 吴茱萸

白术 15 补骨脂 10 陈皮 8
山药 14 当归 10 肉豆蔻 8
白芍 14 附子 10 黄芩 7
熟地 14 泽泻 10 乌梅 6

2.3 功效分类用药情况 88 种药物中袁涉及叶中药

学曳分类中的 16 类遥 其中以补虚药使用频数最高袁
共计 127 次袁超过总用药频数的 1/3遥 在补虚药中袁
补气药 61 次共 8 味袁补血药 39 次共 4 味袁补阳药

23 次共 5 味袁补阴药 4 次仅 1 味遥 补虚药之后依次

是温里药尧收涩药尧利水渗湿药尧清热药等袁具体见

表2遥
表 2 45 首方剂中药物分类统计

补虚药

类别

18 4.2
味数 平均频数

21
频数

127
频数

5
味数

温里药 9 1.8751553 8
收涩药 8 34 4 11 2.75

利水渗湿药 6 31 3 9 3
清热药 11 24 4 4 1

平均频数 类别

7.05 理气药

5.89 解表药

4.25 化湿药

5.17 止血药

2.18 化痰止咳平喘药

2.4 性味分类用药情况 对 45 首方剂中应用频率

超过 5 次的前 18 味中药性味归经进行分析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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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张景岳叶新方八阵曳中搜集并整理出针对炎症性肠病主要症状的方剂共 45 首袁探讨其用药规律遥 45 首方

剂中用药共 88 种袁总用药频次 373 次曰以补虚药使用最多袁其后依次是温里药尧收涩药尧利水渗湿药尧清热药曰药性以温尧
平尧热为主曰药味以甘尧辛尧苦为主曰归经以脾尧肾经为主遥遣方用药特点如下院重视后天袁脾肾并治曰固护阳气袁阴阳同补曰标
本并治袁攻补兼施曰审证求因袁用药精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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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前 18 味高频药物中袁性温者 6 味 62 次袁性平者 4
味 50 次袁性热者 4 味 47 次袁性寒者 2 味 17 次袁微
温者 1 味 14 次袁微寒者 1 味 14 次遥 药味方面院味甘

者 11 味 133 次袁味辛者 7 味 73 次袁味苦者 6 味 70
次袁味酸者 3 味 31 次袁味淡者 1 味 13 次袁味涩者 1
味 6 次遥
2.5 归经分类用药情况 归经方面袁 归脾经者 14
味 159 次袁归肾经者 10 味 119 次袁归肺经者 7 味 82
次袁归肝经者 7 味 72 次袁归心经者 6 味 70 次袁归胃

经者 5 味 58 次袁归大肠经者 4 味 31 次袁归膀胱经

者 1 味 10 次袁归胆经及小肠经者只有 1 味黄芩袁共
使用 7 次遥
3 讨论

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半生戎马袁 半生为医袁时
人谓之野仲景以后袁千古一人冶袁其著作叶景岳全书曳
是一部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医学百科全书遥 其中

叶新方八阵曳是作者在辑成叶古方八阵曳的基础上以

己意化裁制定新方 186 首袁是其数十年临床经验的

总结遥 笔者以 IBD 中医类似病病名为关键词检索

叶新方八阵曳中的方剂并加以统计分析袁探讨其用药

规律袁讨论如下院
3.1 重视后天袁脾肾并治 肾为先天之本袁脾胃为

后天之本尧气血生化之源袁气血足则能充养先天之

本袁 肾精气充足同样能促进脾胃更好地发挥功能遥
张景岳十分重视脾肾的关系袁 他说院野肾有精室袁是
曰命门噎噎命门居两肾之中袁 即人身之太极遥 冶[3]801

又提及院野命门为元气之根袁为水火之宅遥 五脏之阴

气袁非此不能滋遥 五脏之阳气袁非此不能发遥 而脾胃

以中州之土袁非火不能生遥 冶[3]907 也更重视后天脾胃

在脾肾关系中的作用院野水谷之海袁 本赖先天为之

主袁而精血之海袁又必赖后天为之资噎噎此脾胃之

气所关于人生者不小噎噎正以人之胃气即土气也袁
万物无土皆不可噎噎冶[3]1091 张景岳对脾肾在此类疾

病发病中的作用多有论述遥 如论及便血时写道院野脾
胃气虚而大便下血者袁其血不甚鲜红袁或紫色袁或黑

色袁此阳败而然遥 冶[3]1255 并强调速宜野温补脾胃冶[3]1256遥
谈及久痢时袁则言院野脾肾虚弱之辈袁但犯生冷袁极易

作痢遥 冶[3]1181 对于泄泻袁则认为野泄泻之本袁无不由于

脾胃噎噎下必及肾冶[3]1711遥诸如此类袁不一一赘述遥纵

览张氏 45 首方剂袁归脾经者 14 味 159 次袁归肾经

者 10 味 119 次袁位居前两位袁且使用频数前 6 位的

药物依次是干姜尧人参尧白术尧山药尧白芍尧熟地等补

益脾肾之品袁正体现了张景岳在治疗此类疾病时注

重后天尧脾肾并重的特点遥
3.2 固护阳气袁阴阳同补 元末明初袁疫病多发袁
故时医多罔顾病本袁恣用黄连尧黄柏尧苦参等苦寒

之物以求速效袁然过用苦寒耗伤阳气袁克伐脾胃袁
久之损及命门元阳袁戕害性命遥 景岳针砭时弊袁在
叶大宝论曳中提到院野凡万物之生由乎阳袁万物之死

亦由乎阳遥 非阳能死物也袁 阳来则生袁 阳去则死

矣遥 冶[3]799 指出阳气对于生命活动的重要性遥不同于

金元四大家时代野阳常有余袁阴常不足冶尧野六气皆

从火化冶的观点袁张氏认为野阳非有余袁而阴亦不

足冶遥 故其对于炎症性肠病类似中医疾病的治疗袁
张氏也多用温补之品遥 45 首方剂中袁使用频数前 3
位的药物依次是干姜尧人参尧白术袁俱是性温味甘尧
温阳益气之品遥 在使用次数最多的补虚药中袁亦多

以补气尧补阳药为主遥 同时袁他并不忽视元阴的重

要性袁他在叶类经图翼曳中写道院野阴无阳不生袁阳无

阴不成袁而阴阳之气袁本同一体遥 冶[3]623 基于其野阴阳

一体冶的理论基础袁提出了野阳中求阴冶野阴中求阳冶
的治则遥 我们看到袁在使用次数最多的补虚药中袁
补血药尧补阴药累计使用 43 次袁仅次于补气药尧温
里药遥 在而使用次数最多的单味药物中袁 紧随干

姜尧人参尧白术之后的即为山药尧白芍尧熟地等滋阴

养血之品遥
3.3 标本并治袁 攻补兼施 张景岳虽强调脾肾阳

气在人体中的作用袁重视温补之法袁但不拘泥于温

补袁更重视对病机变化的把握遥 其在叶景岳全书窑卷

之五十窑新方八略引曳 开篇即言明院野夫方之善者袁
得其宜也遥冶[3]1575 强调临证之时详察病机的重要性遥
在 45 首治疗炎症性肠病类似病的方剂中袁我们还

可以得出景岳重视标本并治尧攻补兼施的结论遥 如

在治疗脾虚寒湿泄泻的佐关煎中袁用干姜尧山药尧
肉桂尧陈皮等温阳健脾的同时袁辅以猪苓尧泽泻等

利水渗湿药分利水湿曰 又如在治疗阴虚血热之便

血不止的保阴煎中袁除了用生地尧熟地尧芍药尧山
药尧川续断等补肾滋阴养血袁还加用黄柏尧黄芩清

热袁如便血严重袁血脱滑脱之时袁还辅以固涩药乌

梅尧止血药地榆加强敛血止血曰再如治疗脾肾虚寒

冷痢之方胃关煎中袁不仅有熟地尧山药尧干姜尧吴茱

萸尧白术等益肾温脾之品袁如遇痢甚不止者袁还要

加入肉蔻尧补骨脂等收涩之品遥 45 首方剂中袁这样

标本并治尧攻补兼施的配伍比比皆是遥 从表 2 中我

们也可以看出袁使用频数最高的依次是补虚药尧温
里药尧收涩药以及利水渗湿药袁补虚尧温阳尧固涩尧
利水等多种治法合用袁也体现了景岳攻补兼施尧标
本并治的原则遥
3.4 审证求因袁用药精简 张介宾用药袁强调野看
病施治袁贵乎精一冶[3]889袁所谓一袁即为疾病之本遥 他

推崇仲景遣方野精简不杂袁至多不过数味冶袁称赞其

野圣贤之心袁自可概见冶袁批判当时医者用药繁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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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恨不能一方治诸症的风气袁言道院野若此者袁所谓

以药治药尚未遑袁又安望其及于病耶钥 冶先贤之言袁
今日看来袁仍然发人深思遥 纵览 45 首方剂袁累计用

药 373 次袁平均每方 8.3 味袁可见其用药精简遥正如

张氏在叶传忠录窑论治篇十曳中所言院野凡诊病者袁必
须先探病本袁然后用药遥 若见有未的袁宁为少待袁再
加详察曰既得其要袁但用一味二味可拔之袁即或深

固袁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遥 然虽用之七八味袁
亦不过帮助之尧 引导之袁 而其意则一也袁 方为高

手遥 冶[3]889 景岳之所以能恰到好处的遣方用药袁正是

源于他对野治病必先求本冶的深层次理解和对病机

的准确把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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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脑病是由糖尿病引起的认知障碍和大

脑的神经生理及结构改变袁临床表现以获得性认知

和行为缺陷为特征遥 在中医典籍中袁并无糖尿病脑

病相关病名袁根据其临床表现及特征袁可归为野消
渴冶合并野呆证冶野健忘冶的范畴遥 叶圣济总录曳云院野消
渴日久袁健忘怔忡遥 冶笔者依照中医理论对其病因病

机和治疗进行探究袁认为糖尿病脑病的中医病因病

机尧临床表现与肾密切相关袁从肾辨治取效明显袁故
而提出从肾论治的观点遥
1 致病因素

1.1 禀赋不足袁脑髓失养 叶灵枢窑五变曳云院野五脏

皆柔弱者袁善病消瘅遥 冶由于先天禀赋不足袁引起消

渴病的发生遥 李杲所著叶兰室秘藏曳记载消渴可出现

野上下齿皆麻袁舌根强硬袁肿痛袁四肢萎靡......喜怒善

忘冶遥 先天禀赋不足袁导致肾精亏虚袁虚火内生袁煎灼

阴津袁发为消渴遥 肾精不能上荣脑髓袁则神明不清袁

产生呆证遥
1.2 情志所伤袁神明被扰 所欲不遂袁或郁怒伤肝袁
肝气郁结袁郁而化火袁消灼阴津袁发为消渴遥 同时肝

气乘脾袁脾失健运袁痰湿内生袁得肝胆火升袁上扰清

窍袁使神明被扰曰或劳心竭虑袁营谋强思袁郁久化火袁
消灼胃津袁耗伤心脾袁心阴心血暗耗袁脾虚则气血生

化乏源袁气血不足袁脑失所养曰或脾虚生痰袁蒙蔽清

窍曰或惊恐伤肾袁肾虚精亏袁髓海失充袁脑失所养袁皆
可导致神明失用遥
1.3 饮食失节袁神机失用 长期过食肥甘袁辛辣炙

煿袁醇酒厚味袁损伤脾胃袁致脾失健运袁积热内蕴袁化
燥伤津袁发为消渴遥 脾胃受损袁运化失职袁痰湿内生袁
蒙蔽清窍袁神机失用曰亦或气血生化乏源袁不能上荣

脑髓袁脑失所养袁神机失用遥
2 发病机制

糖尿病脑病实为本虚标实之证遥 叶素问窑汤液醪

从肾论治糖尿病脑病浅议

杨 帆

渊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袁江苏南京 210049冤

摘 要 糖尿病脑病的中医病因病机尧临床表现与肾密切相关袁致病因素为禀赋不足袁脑髓失养曰情志所伤袁神明

被扰曰饮食失节袁神机失用遥 发病机制乃肾虚精亏为本袁痰瘀阻窍为标遥 临床治疗多从肾论治袁填精益髓曰补肾活血袁益
肾化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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