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 案 医 话

54 2017 年总第 49卷第 10期

六味地黄丸方出自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的

“地黄丸”条，系张仲景《金匮要略》中肾气丸化裁而成，

方中药物六味：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泽泻、牡丹皮、茯

苓。从宋迄今，六味地黄丸的主治病种早已超越了原

有的儿科范围，如今该方在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应

用亦十分广泛。本文介绍运用六味地黄丸治疗内分泌

常见疾病验案3则，以飨同道。

1 病历摘要

1.1  消渴案

郭某，女，12岁。2016年8月24日初诊。

主诉：多饮多尿1月，发现血糖升高2d。患者

1月前进食较多月饼后出现口干多饮、多尿，体重

近1月下降2kg左右，至医院查空腹血糖（FBG）：

16mmol/L，糖化血红蛋白：11.3%，尿微量白蛋白：

174.3mg/L。刻下：口干多饮，小便频多，怕热，时有

腰酸乏力，月经先期，20日一行，量中色红，未夹血

块，纳寐可，大便调，舌红苔薄，脉细滑。患者母亲

有“2型糖尿病”病史，患者年纪尚轻，不愿口服西药

及胰岛素治疗，特来寻求中医治疗。西医诊断：2型

糖尿病；中医诊断：消渴，辨证属肾阴亏虚证。治以

滋肾养阴、固摄精微为主，方用六味地黄丸加味。处

方：

熟地10g，山萸肉10g，淮山药10g，泽泻10g，茯

苓10g，百合10g，知母10g，杜仲10g，炒白芍15g，地

骨皮15g，六月雪10g，金樱子10g，陈皮6g，甘草3g。

14剂，水煎服，日1剂，早晚2次温服。

二诊（9月7日）：患者诉口干多饮减轻，小便稍

频，腰酸乏力有缓，舌淡红、苔薄白，脉细。查FBG：

7.2mmol/L，尿微量白蛋白正常。效不更方，予原方继

服半月，并嘱其合理饮食，加强运动锻炼。

三诊（9月22日）：患者诸症皆除，经水亦按时

来潮，复查FBG：4.9mmol/L，糖化血红蛋白：7.9%。

守前方继服14剂以巩固疗效。

按：《灵枢·五变》有云：“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

瘅。”本案患者年少，先天禀赋不足，脏腑虚损，肾虚不

足以充养后天，加之饮食失节，过食甘美，脾胃运化失

职，进而发为消渴。该患者多饮、多尿症状突出，伴腰

酸乏力，属三消中的“下消”，主要病机以肾虚肺热为

主，肾阴亏虚则虚火内生，上燔心肺则烦渴多饮，肾失

濡养，开阖固摄失权，水谷精微直趋下泄，则尿频且尿

中见蛋白，故滋阴固肾是治疗的关键，兼清肺热。选

方六味地黄丸加减，方中熟地黄、山萸肉固肾益精，山

药滋补脾阴、固摄精微，茯苓健脾渗湿，百合、知母滋

阴泻火，杜仲、金樱子益肾缩尿，地骨皮清泄肺热，泽

泻、六月雪清热利湿；诸药合用，切合病机，疗效显著。

1.2  瘿病案

陈某，女，28岁。2016年3月13日初诊。

主诉：颈部不适伴乏力半年余。患者半年前因

颈部不适伴乏力于医院查甲状腺功能提示甲状腺抗

体阳性，当时未予重视。现患者颈前肿大，神疲乏

力，少气懒言，腰膝酸软，怕冷，纳少，夜寐安，二便

调，舌淡红、苔薄白边有齿痕，脉细滑。查体：双侧甲

状腺Ⅰ度肿大，质韧，无触痛及压痛。甲状腺功能：

TT3  1.47ng/mL，TT4  92.3ng/mL，TSH  4.83uIU/mL，

FT3  3.5ng/mL，FT4  0.88ng/mL，TGAb>1000IU/mL，

TPOAb  327.68IU/mL。甲状腺B超：双侧甲状腺弥漫

性病变。西医诊断：桥本氏甲状腺炎；中医诊断：瘿

病，辨证属脾肾不足证。治以温补脾肾，化痰散结，

方用六味地黄丸合四君子汤加减。处方：

熟地10g，山萸肉10g，淮山药10g，党参10g，白

术10g，茯苓10g，黄芪10g，菟丝子10g，杜仲10g，怀

牛膝10g，仙灵脾10g，广郁金10g，浙贝母15g，炙甘

草3g。28剂，水煎服，日1剂，早晚2次温服。

二诊（4月10日）：患者颈部不适、神疲乏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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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膝酸软、怕冷缓解，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复查甲状

腺 功 能：TGAb  524.60IU/mL，TPOAb  109.57IU/mL，

余正常。原方加桔梗4g，继服1月。

三诊（5月10日）：患者诸症不显，舌淡红、苔薄

白，脉细。复查甲状腺功能：TGAb  309.80IU/mL，

TPOAb  62.42IU/mL，余正常。守上方加减继续服药

3月后，患者甲状腺功能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随访

半年未再复发。

按：桥本病归属于中医学“瘿病”“虚劳”范畴，病

机关键为脾肾亏虚。本案患者脾肾不足，阳气生成及

运行障碍，气机郁滞，津停痰聚，血脉瘀阻，气、痰、瘀

交于颈前[1]，而见颈前肿大，脾虚则乏力纳呆、少气懒

言，肾虚则畏寒怕冷、腰膝酸软，故治以温补脾肾，化痰

散结。方中熟地、山萸肉、仙灵脾、菟丝子填补肾精、温

肾助阳，黄芪、淮山药、党参、白术、茯苓益气健脾，牛

膝、杜仲益肾强腰，广郁金活血化痰祛瘀，浙贝母化痰

软坚散结。二诊时加桔梗载诸药上行，直达颈前，加强

药力。该方药性平和，久服无害，平淡中方见奇功，六

味地黄丸虽为补阴之方，合理加减后亦可用作补阳之

剂，阴中求阳，阳中求阴，可见阴阳变化之无穷也。

1.3  更年期综合征案

葛某，女，49岁。2016年12月2日初诊。

主诉：潮热汗出3月余。患者3月前出现烘热阵作，

伴汗出，心烦易怒，双目干涩，口干多饮。平素月经不规

则，量多色暗，经行腰酸，纳食可，夜寐欠佳，心悸多梦，

二便调，舌质红、苔少，脉弦细。西医诊断：更年期综合

征；中医诊断：虚劳，辨证属肝肾阴虚证。治以滋补肝

肾，养阴安神，方用六味地黄丸合二至丸加减。处方：

熟地10g，山萸肉10g，淮山药15g，女贞子10g，

墨旱莲10g，茯神10g，丹皮10g，泽泻10g，知母10g，

丹参10g，白芍15g，合欢皮10g，浮小麦30g，甘草3g。

14剂，水煎服，日1剂，早晚2次温服。

二诊（12月16日）：患者诉药后烘热汗出有缓，

时有口干、眼干，余无不适，纳食可，夜寐转安，二便

调，舌红、苔薄白，脉弦细。药已奏效，守前方加枸杞

子10g，继服14剂。

三诊（12月30日）：患者不适症状基本消失，月

经规则，量中色红，纳寐可，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

脉细。原方继进14剂以巩固疗效。

按：《内经》云：“年过四十而阴气自半。”患者

七七之年，肾气不足，天癸日衰，肝主统血，肾主藏

精，肾精无以化血，肝血来源不足，精亏血少，水不

涵木，以致肝肾阴虚，阳失潜藏，亢逆于上。治疗女

性更年期综合征，主要以培补肝肾为本，配伍滋阴清

热、养血安神之品，使潮热、出汗、心悸、烦躁、失眠

等症状得到改善。方中熟地、山萸肉、淮山药滋阴补

肾，女贞子、旱莲草补益肝肾，知母、泽泻、丹皮育阴

泻热，合欢皮、丹参、茯神宁心安神助眠，白芍柔肝养

血，浮小麦敛阴止汗。二诊时患者虚热之象减轻，唯

觉口干眼干，加入枸杞子益肝肾以明目。全方与病症

合拍，疗效肯定。临床上用本方治疗证属肝肾阴虚、

冲任失调，伴有精神症状的更年期综合征显效更佳。

2 讨论

六味地黄丸是古方新用的代表方剂，临床主治

以阴虚证为主。阴之生有赖阳之化，且阴虚证中，常

因水不制火而生热，或阴虚及血而血虚，或肝体失养

而气郁，以致伴有多种兼证，故其加减变化多样，临

床应用也极为广泛，如杞菊地黄丸、知柏地黄丸、麦

味地黄丸、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等。

六味地黄丸重用熟地为君，“地黄者，重补肾也”，

有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之功，养肝涩精之山萸肉和补

脾固精之淮山药为臣，三味补药相伍有滋肾、养肝、

益脾的作用，称为三阴并补，故为“三补”；佐以泽泻

利水渗湿，泻肾水、防熟地之滋腻，丹皮凉肝而泻阴

中伏火，制山萸肉之温涩，茯苓渗湿健脾，既助山药补

脾，又助泽泻利水，故称“三泻”；全方三补三泻，补中

有泻，寓泻于补，乃平补平泻、滋阴补肾的经典名方。

现代临床多用于治疗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耳鸣耳聋、

骨蒸潮热、口燥咽干、盗汗遗精等肝肾阴虚之证[2]。

实验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有广泛的药理活性，

具有降压、降糖、调节免疫功能、抗肿瘤、保肝护肾、

抗衰老、清除自由基等作用[3]。“丸者，缓也”“汤者，

荡也”，丸剂吸收较慢，便于携带，适用于保健及长期

服用；汤剂起效较快，加减更为灵活，适用于疾病早

期及复杂疾病。临床运用中，要注意根据疾病的标

本缓急及个人特点合理选用丸剂或汤剂。中医药是

一个巨大的宝库，进一步探讨六味地黄丸的作用机

理及其在各科应用，对于提高中医药临床应用水平

及扩大中医有效方剂的治疗范围具有重要意义，需

要杏林学子们孜孜不倦的探求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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