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术 探 讨

172019 年总第 51 卷第 6期

胃阳虚而痰饮内生，治疗时应不重补益。故徐老用

苓桂术甘汤加减温胃阳化痰饮，配用良附丸增加温

阳之力，合用五灵脂、延胡索、木香行气活血止痛；荜

澄茄和降胃气，配白芍刚柔相济；加谷芽消食和胃。

外用丁桂散温中祛寒，行气活血。笔者认为方中用

桂枝、茯苓、良姜温通胃阳；香附、延胡索、木香、荜

澄茄宣通胃气；白术、甘草虽补益中焦，但配伍上述

通药时则变为通补之药，而无壅滞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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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后备急方》是我国晋代著名医家葛洪所著，

后又有梁·陶弘景及金·杨用道增补部分方剂，其

记载了丰富的水肿治疗方药，包括内服、外用以及食

疗及食物禁忌等，对现代临床治疗水肿病仍有所裨

益。现对《肘后备急方》中有关水肿病的论述及相

关方药进行整理分析如下。

1 症候表现及病因分析

水肿病是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可见于多种疾

病中，如肾炎性水肿、肝硬化水肿、心衰性水肿、营

养不良性水肿等疾病。中医药典籍中，多以水气

病、水病、水肿、浮肿、腹水等分散记载。葛洪《肘

后备急方》中治疗水肿疾病，主要记载于《肘后备

急方·治卒身面肿满方第二十四》（简称《治卒身

面肿满方》和《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方第

二十五》（简称《治卒大腹水病方》）两个章节中，

其述的水肿病与大腹水虽有所不同，但可表现在

疾病轻重的不同阶段。如水肿病的症候表现，《治

卒身面肿满方》描述其“卒肿满，身面皆洪大”，“肿

入腹苦满急”，“肿从脚起，稍上进者，入腹则煞人”，

“身体暴肿满”，“通体遍身肿，小便不利”等[1] ；《治

卒大腹水病方》描述：“止皮肤水”，“唯腹大”，“肿满

喘促，不得卧”，“胀满浮肿，小便涩少”，“身体肿满，

水气急，卧不得”，“水肿坐卧不得，头面身体悉肿”，

“水肿小便涩”，“小便不利，膀胱水气流滞”，“水肿从

脚起，入腹则杀人”等。《治卒大腹水病方》中还进

一步描述“水病之初，先目上肿起如老蚕，色侠头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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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股里冷，胫中满，按之没指。腹内转侧有节声，

此其候也，不即治须臾，身体稍肿，肚尽胀，按之随

手起”，这条描述的水肿从眼睑开始的浮肿，更像是

肾炎性水肿。这在《备急千金要方·水肿第四》亦

有类似描述“凡水病之初，先两目上肿起如老蚕色，

挟颈脉动，股里冷，胫中满，按之没指，已成，犹可治

也”，孙思邈将其著录在《水肿第四》条目中。由上

可见，上述两个章节中，对水肿的描述均为相似，表

现为身体浮肿，面部浮肿，小便不利，肿或从脚起，

或从眼睑起，重则出现腹水、喘促。故两个章节描

述的水肿与腹水，并非就是截然不同的疾病，故不

宜截然分开。

《治卒身面肿满方》未论及浮肿病因，但在《治

卒大腹水病方》述其为“从虚损大病，或下痢后，妇

人产后”三大病因，致使饮水不即消，三焦受病，小

便不利，乃相结渐渐生聚，遂流诸经络故也。目前

《中医内科学》教材多认为主要是外感风寒湿热之

邪、水湿浸渍、疮毒浸淫、饮食劳倦、久病体虚等，使

肺失宣降通调，脾失健运，肾失开合，膀胱气化失常，

导致体内水液潴留，泛滥肌肤而见肿。

2 治法分析及病情判断

水肿的治疗，《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开鬼

门”“洁净府”“去菀陈莝”三条基本原则，后世多遵

从之。《肘后备急方》同样充分体现上述治疗方法，

但其还著录多种外治法。

2.1  开鬼门——发汗法  在《治卒大腹水病方》中

述“若止皮肤水，腹内未有者，服诸发汗药，得汗便

瘥，然慎护风寒为急”，提出仅皮肤水肿，未见腹水时

采用发汗法，所用药物则未具体著录，而述为“诸发

汗药，得汗便瘥”，可见汗法药物选择甚广。但在《金

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中提出“诸有水者，腰以

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则指出更细

则的浮肿治疗方法。

2.2  洁净府——利小便  《肘后备急方》有多处药

方采用利小便方法。如《治卒大腹水病方》“葶苈

一两，杏仁二十枚，并熬黄色捣，分十服，小便去，立

瘥”，“又方，慈弥草三十斤，子三石，煮取一石，去滓，

更汤上煎，令可丸服。如皂荚子三九至五六丸，水随

小便去”，“又方，白茅根一大把，小豆三升，水三升，

煮取干，去茅根食豆，水随小便下”，“以蝼蛄五枚，干

为末，食前汤调半钱匕至一钱，小便通效”，“黄牛尿，

饮一升，日至夜，小便利，瘥，勿食盐”。以及《治卒

身面满方》中“榆皮捣屑，随多少，杂米作粥食，小便

利”，“杨氏《产乳》疗通体遍身，小便不利。猪苓五

两，捣筛。煎水三合，调服方寸匕，加至二匕”。然这

些方药使用要点，并未具体论述，或可参照《金匮要

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中提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

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2.3  去菀陈莝——攻下逐水、通利大便  《治卒身面

满方》中使用“商陆根”“猪肾、甘遂”“大戟、鸟翅末”

等诸方及《治卒大腹水病方》“郁李仁一大合，捣为

末，和麦面搜作饼子，与吃入口，即大便通利气，便

瘥”等均采用攻下、通利二便的方法。（见表1、表2）

表1  《治卒身面肿满方》记载的口服方药

口服方药组成 口服方药组成

大鲤，醇酒 鲤鱼，泽漆，茯苓，桑根白皮，泽泻

大豆或小豆，小豆尤佳 皂荚，酒煮

大豆，酒 商陆根去皮，羊肉

生猪肝，苦酒 商陆，米中半蒸作饼子

豉汁 商陆，酒渍服

杏叶 甘遂，猪肾，粉，火炙

杏仁，米 大戟，鸟翅末，捣，蜜和丸

菟丝子，酒渍 桐木，小豆

猪苓 榆皮捣屑，米煮

黄牛溺，生顿服 车下李核中仁，粳米

葶苈子，椒目，茯苓，吴茱萸，捣，蜜和丸

表2  《治卒大腹水病方》记载的口服方药

口服方药组成 口服方药组成

小豆，白鸡煮 郁李仁，麦面，生捣，和麦面作饼子

青雄鸭，煮，取汗佳 浮萍干末

胡燕卵中黄，生吞 黄牛尿生饮

鲤鱼，赤小豆，煮 雄黄，麝香，甘遂，芫花，人参，捣蜜和丸

□肉，粳米 巴豆去皮心，杏仁去皮尖，熬令黄，捣和之

青头鸭，和米并五味 大戟，当归，橘皮

白鸭、饭，以饭、姜、椒酿鸭腹中缝

定，蒸
商陆根白者去皮，粟米；空心服

赤小豆 鬼扇细捣绞汁

常食小豆饭，饮小豆汁，鲤鱼佳 真苏合香，水银，白粉，蜜丸

葶苈，雄□鸡血，头，生捣 柯枝皮煮

葶苈，防风，甘草，苦酒和丸，消平

乃止
草麻绳熟者

葶苈子，春酒渍 蛤蝼，炙令熟

葶苈，杏仁，熬黄色捣 蝼蛄，干为末

葶苈，椒目，芒硝，水银；瘥后，食

牛羊肉自补，稍稍饮之

服牛溺，商陆，羊肉□，及香柔煎等，在肿满条

中。其十水丸诸大方在别卷

葶苈，汉防己，绿头鸭血及头，生

捣。空腹服
东引花桑枝烧灰，赤小豆，煮，空心服，令饱

白茅根，小豆煮 苦瓠白瓤实，面裹，煮

慈弥草，慈弥子 鼠尾草，马鞭草，粉，和为丸

白术，泽泻 白椹树白皮，白槟榔，红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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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外治法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多个水肿外用

处方，在《治卒身面肿满方》中，4个处方采用豆类

（赤小豆、大豆、豉，以赤小豆为多用）外敷，有单用，

也有与麻子或桐木合用。对于用大豆/小豆外敷水

肿，则提及水肿入腹后不再外用，只服用。另外也

有采用葱，鸡子黄白相合，杏叶及巴豆等外用治疗

浮肿方法。此外还记录采用灸法治疗水肿，穴位及

灸量为“内踝下白肉”三壮，此为太阴经循行部位，

起健脾利水作用。《治卒大腹水病方》中则记载了

较早的腹腔穿刺放腹水法，“若唯腹大，下之不去，

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

浮肿外治临床上容易被忽视，我们常对下肢浮肿患

者采用芒硝外敷，可起到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口服/

静脉给药浮肿仍难于消退的患者，可谓是另一种治

疗方法。

对于肿偏有起处，以外用治法为主。浮肿多以

双侧对称为主，但也有一侧浮肿者，《治卒身面满

方》中记载了数个单侧浮肿外用治疗方法，如：“以

水和灰以涂之，燥复更涂”，“又方：赤豆、麻子合捣，

以敷肿上”，“又方：水煮巴豆，以布沾以拭之。姚云，

巴豆三十枚，合皮□咀，水五升，煮取三升。日五

拭肿上，随手即减。勿近目及阴。疗身体暴肿如吹

者”。

对浮肿病情预后分析，其认为，肿在肌肤病情

相对较轻，肿入腹则病重，如其谓“若肿从脚起，稍

上进者，入腹则煞人”，“如此之病，十死一生，急救

之”。

3 食疗

在水肿的治疗中，《肘后备急方》特别重视食疗

的作用。如在《治卒身面肿满方》的27方中，有8个

食疗方，其中6个方子中使用小豆或大豆或豉，其中

3个单用豆为食疗（以小豆为佳），1方以煮豉汁饮。

还有用鲤鱼醇酒煮，生猪肝、苦酒炒等食疗方。在

《治卒大腹水病方》36方中，有9个食疗方，其中使

用赤小豆4个（鲤鱼、赤小豆2次；小豆、白鸡；赤小

豆），使用鸭3次（分别为青雄鸭；青头鸭、和米并五

味；白鸭、饭），以及使用“胡燕卵中黄，生吞”，“□肉，

粳米，葱椒姜豉作粥食之”。除上述单用食疗方外，

以上两篇中均有其他多种食物与药物合用药方，以

及药物治疗后，食疗长期善后。浮肿患者，多有出现

低蛋白血症，以上食疗方多为高蛋白食物，对于蛋白

质补充甚有益处，但其治疗作用不止补充高蛋白，仍

有利水消肿功效。因此，《肘后备急方》甚推崇食疗，

著录多种食疗方药，简便廉验。

4 食物禁忌

在《治卒身面肿满方》中，有多条饮食禁忌，

提及最多的是忌盐（共有4条提及），这是中医古

籍中最早记录水肿病忌盐的典籍。另外也要控制

饮水量，“肿瘥后渴，慎不可多饮。”《治卒大腹水病

方》中也提及“勿食盐”，以及“节饮好自养”，“勿饮

酒”“禁肥肉”，“瘥后，食牛羊肉自补，稍稍饮之”。

但条文中的饮食禁忌也有些记录矛盾的地方，如一

方中“大鲤一头，醇酒三升，煮之令酒干尽，乃食之。

勿用醋及盐豉他物杂也，不过三两服，瘥”，提及勿

用醋及盐豉他物杂。但另一方“商陆根一斤，刮去

皮，薄切之，煮令烂，去滓，纳羊肉一斤，下葱豉盐如

食法，随意令之肿，瘥后亦宜作此。亦可常捣商陆，

与米中半蒸作饼子，食之”中，则下葱豉盐如食法。

可能与使用商陆根通利二便功效较峻利，适当补充

盐亦可。

5 小结

综上所述，《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丰富的水肿治

疗方法、方药，不仅包括常用发汗、利尿、攻下逐饮等

治法及相应方药，还注重使用外用方法消除水肿，以

及特别注重食疗方法，有四分之一的方药为食疗方，

并首次提出在水肿治疗中忌盐等，为我们治疗水肿

疾病提供宝贵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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