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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怀棠教授是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

中医药专家杜怀棠传承工作室传承指导老师。从医

近60年，先后师承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教授、董建

华院士，对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均具有丰富的诊治

经验。杜老擅用经方化裁治疗各科疾病。临证应用

建中汤类方（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当归建中汤、归

芪建中汤等）颇具心得，笔者有幸伺诊于侧，兹介绍

相关验案3则如下。

1 胃痛

周某，女，72岁。2014年2月25日初诊。

主诉：胃脘部隐痛近20年，加重7月余。近20

年来，患者胃脘部隐痛反复发作，于某院诊断为“慢

性胃炎”，曾服用多种西药治疗，仍有反复。7个多

月前，胃脘部疼痛加重，于外院查胃镜示十二指肠溃

疡、幽门螺杆菌（Hp）阳性。规律口服三联抗Hp药

物治疗至今。刻下：胃脘部隐痛，喜热食，肩背疼痛，

左手环指及小指麻木，自觉全身燥热，无汗出，手足

不温，口干，夜间饮水2次，纳可，寐安，二便调。舌

质暗、苔薄黄微腻，脉弦浮虚大。辨证：中焦虚寒、气

血不和，兼湿热内蕴；治则：温养中焦、调和气血，佐

以化湿清热；予以黄芪建中汤合良附丸加减。处方：

生黄芪20  g，白芍30  g，桂枝10  g，炙甘草6  g，

高良姜10  g，香附10  g，陈皮10  g，苏梗10  g，蒲公

英20  g，炒麦芽20  g，金银花15  g。7剂，日1剂，水

煎，早晚分服。

二诊（3月4日）：胃脘隐痛不适基本未发作，仅

留肩背疼痛及上肢畏寒麻木之感，遇寒则甚，得温则

缓，舌暗淡、苔黄腻，脉弦。遂予归芪建中汤化裁，以

加强温通气血之效。处方：

生黄芪30  g，桂枝10  g，赤芍20  g，炙甘草6  g，当

归15  g，川芎10  g，防风10  g，苍耳子10  g，葛根15  g，

黄芩10  g，片姜黄10  g，细辛3  g。7剂，日1剂，水煎，

早晚分服。药后诸症减轻，胃脘隐痛基本无反复。

按：黄芪建中汤出自《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

证并治》，由“小建中汤内加黄芪一两半”化裁而来，

《名医别录》载黄芪“主治妇人……腹痛泄利，益气，

利阴气”，故小建中汤加黄芪可用治“虚劳里急，诸不

足”。杜老言，秦老、董老临床常用此方治疗胃病偏

于虚寒者，尤其秦老根据消化性溃疡“久痛，发作在

食后或空腹，得食痛减，天冷容易发作”的特点，认

为其主要病机在于脾胃虚寒，易挟气、挟食、挟热，明

确基本治则当温养中焦，用黄芪建中汤加减变化。

本例患者老年女性，胃病日久，成虚损之证。胃

脘部隐痛、喜热食，为脾胃虚寒之象；阳虚不能温化

水饮，痰湿内蕴，化热伤阴，见手足不温、口干、身燥

热、苔薄黄微腻等症；气血生化乏源，无力温通，则

见肩背疼痛、手指麻木。方用黄芪建中汤以温养中

焦，助气血生化；《良方集腋》谓良附丸“治……胃脘

有滞……多因恼怒及受寒而起”，用高良姜、香附温

通气血；佐以蒲公英、金银花清热利湿解毒，陈皮、

苏梗、麦芽理气和胃。复诊胃痛基本消失，唯留肩背

痛、手麻之症，遂加当归、川芎行血和血，并用防风、

苍耳子、葛根、姜黄、细辛等散风除湿、舒通筋脉，气

血因和，诸症得减。

2 绝经前后诸证

傅某，女，49岁。2018年5月23日初诊。

主诉：腰膝发凉3年余。患者3年多前无明显

诱因出现腰膝发凉，无明显疼痛，曾于天坛医院查腰

椎CT诊为“腰椎间盘突出”，未行特殊治疗。刻下：

腰膝发凉，四末冷，手足心汗出多，疲劳乏力，经期尤

著，平时喜长舒气，饭后呃逆频，偶有反酸，食凉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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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溏，纳可，眠差，多梦易醒，醒后难再入睡，夜尿频，

寐时常流涎。舌淡红、苔薄略水滑，脉沉细。辨证：

冲任虚寒、肝脾不和；治则：温通冲任、调和肝脾；予

以当归建中汤合理中丸加减。处方：

当归15  g，桂枝10  g，白芍30  g，炙甘草10  g，

炒白术15  g，茯苓20  g，干姜10  g，党参20  g，炒枣

仁30  g，知母12  g，川芎10  g，炒杜仲15  g，补骨脂

15  g，百合15  g，姜半夏10  g，桑螵蛸15  g。7剂，日

1剂，水煎，早晚分服。

二诊（5月30日）：呃逆及反酸消失，腰膝发凉

减轻，寐中不流涎，仍有疲劳乏力沉重感，夜尿频，纳

香，二便调。舌淡暗、苔薄白，脉沉细。遂予归芪建

中汤合萆薢分清饮化裁，以增益气养血、温肾固脬之

功。处方：

生 黄 芪30  g，桂 枝10  g，白芍20  g，炙 甘 草

10  g，当归15  g，百合20  g，姜半夏10  g，石菖蒲

15  g，萆薢15  g，益智仁20  g，乌药15  g，山药20  g，

太子参20  g，桑螵蛸15  g，麦冬15  g，五味子10  g。

7剂，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

药后沉重感减轻，夜尿减少，睡眠改善，疲劳乏

力减轻，手足心汗出，续予归芍六君子汤合生脉散化

裁治疗，以补虚培元、稳固疗效。

按：《药性论》云：当归“止……虚劳寒热……下

肠胃冷，补诸不足……主女人沥血腰痛……患人虚

冷加而用之。”《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载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方，“治妇人……虚羸不

足……吸吸少气，或苦少腹中急，摩病引腰者……得

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宜”。杜老临证常用此方治

疗妇人冲任虚寒、肝脾失调、气血不和之证，又兼顾

患者兼夹症状而化裁使用，多收良效。

本例患者围绝经期女性，冲任不足，失于温煦，

见腰部及双膝发凉，夜尿频，经期气血亏虚更甚，故

疲劳乏力加重；中焦虚寒，肝脾不和，则素喜长舒气，

饭后呃逆频，反酸，食凉后易便溏，寐时常流涎；舌

淡红、苔薄略水滑，脉沉细，亦为虚寒之象，故予当归

建中汤温通气血，柔肝缓脾；理中丸主治“喜唾，久

不了了”的“胃上有寒”之证，可温中阳，止涎唾；同

时兼顾寐差、夜尿等症，佐以酸枣仁汤养肝血，宁心

神，百合、半夏交通阴阳，杜仲、补骨脂、桑螵蛸温肾

缩尿。复诊时诸症减轻，遂以建中汤、归芍六君子汤

等温养气血为主，佐以萆薢分清饮、缩泉丸等固肾缩

尿，生脉散等益气养阴敛汗，标本兼顾。

3 痹证

吴某，女，41岁。2011年6月8日初诊。

主诉：四肢关节畏寒、疼痛1月余。患者1个多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四肢关节畏寒、疼痛，背部恶风，

肌肉酸痛，足趾抽筋。经期腰部坠痛，排暗红色血块。

大便溏，日1行，小便时黄。纳寐尚可。舌红少苔、边

尖瘀点，脉弦细。辨证：营血虚滞、寒凝经脉；治则：

养血和营、温经散寒；予以归芪建中汤加减。处方：

生黄芪20  g，当归12  g，桂枝10  g，赤芍15  g，

白芍15  g，炙甘草5  g，姜半夏12  g，独活10  g，苍术

10  g，炮姜炭6  g，白扁豆15  g，金银花15  g，怀牛膝

15  g，煅瓦楞子20  g，生姜15  g，大枣15  g。7剂，日

1剂，水煎，早晚分服。

二诊（6月15日）：药后四肢关节畏寒疼痛、肌肉

酸痛减轻，大便较前成形，处于空调房内仍感畏风、

肢节疼痛、足趾抽筋，舌脉基本同前。遂予归芪建中

汤合四神煎化裁，以养血通脉、行痹止痛。处方：

生黄芪20  g，桂枝10  g，白芍30  g，炙甘草6  g，

当归12  g，金银花15  g，石斛10  g，怀牛膝15  g，杜

仲12  g，茯苓12  g，苍术10  g，白术10  g，黄柏10  g，

远志10  g，生姜15  g，大枣15  g，炮附子6  g。7剂，

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

药后肢节疼痛尤其下肢疼痛明显改善，服药期

间仅感抽筋1次，微恶风寒，大便微溏，守前方佐以

理中辈加减，气血得以温通，而诸症渐消。

按：《类聚方广义》《普济本事方》等书中均载

有归芪建中汤，其由“黄芪建中汤加当归”而成。《本

草纲目》云当归可“止痛，和血补血”，《名医别录》载

其“主温中，止痛，除客血内塞，中风至，汗不出，湿

痹……客气虚冷”，故杜老临证常据此选用归芪建中

汤，用以治疗四肢厥冷、风湿痹痛等症。

本例患者以肢节疼痛、肌肉酸痛、足趾抽筋等为

主要症状，并伴有经期排暗红色血块、舌边尖瘀点等

症，为经脉痹阻、气血不通之表现；畏寒、恶风、大便

稀溏等，示中焦虚寒之象，舌红少苔为气血瘀阻日久

而化热伤阴之征，故用归芪建中汤加炮姜炭、白扁豆

等温中阳，和营血，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中阳得复，

则气血恢复正常运转，同时佐以祛风湿、强筋骨之

品以趋方药直达病所。复诊时加用理中辈以健运中

焦，又选用四神煎、三妙丸等加强祛风湿、通经络、利

关节、解瘀毒之力，扶正兼顾祛邪，补而不滞，气血温

通则风湿瘀痹渐消缓散。

4 小结

建中汤类方由《伤寒杂病论》小建中汤化裁而

来。小建中汤原方由“桂枝三两（去皮），甘草三两

（炙），大枣十二枚（掰），芍药六两，生姜三两（切），胶

饴一升”组成，原书载“腹中急痛”“心中悸而烦”“虚

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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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咽干口燥”“妇人腹中痛”等症均可用“小建中

汤主之”。《绛雪园古方选注》曰：“芍药、甘草有戊己

相须之妙，胶饴为稼穑之甘，桂枝为阳木，有甲己化

土之义。使以姜、枣助脾与胃行津液者，血脉中之柔

阳，皆出于胃也。”

杜老认为建中汤主要由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

化裁而来，主要功效在于温补中焦、调和营卫气血。

除此之外，也体现了调和肝脾、柔肝缓急之意。加黄

芪、当归等，则建中效力更著，促进气血之生化及运

行。因此，肝脾失和，中焦乏源，气血虚滞无以温通

经脉、濡养筋脉，而见肢节疼痛抽掣、酸软麻木诸症，

皆可考虑应用建中汤；此外，建中汤还具甘温除热之

功，故因虚所致发热、心烦、口干等症，亦可辨证施以

建中汤类方。建中类方为立中气而调和阴阳之剂，

甘温甘酸合用，佐以辛药，则“阳就于阴而寒以温，阴

就于阳而热以和”，营卫气血流通而阴阳自和。

历代医家遵建中汤“建中”之意而有所发挥与

变化，近现代医家也将其广泛用治心血管系统、消化

系统、风湿免疫病等疾病。杜怀棠教授谨守病机，通

过辨证加减，运用建中汤类方治疗多类疾病，取得良

好疗效，予中医临床治疗以思路及启发。

第一作者：陈一凡（1996—），男，硕士研究

生，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

通讯作者：李雁，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13011097949@126.com
修回日期：2020-04-12

编辑：吕慰秋

田和炳主任中医师，四川省名中医，德阳市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中医专家

组副组长，从医30余年。在参与新冠肺炎一线防治

工作中，立足“疠犯膜原，气机壅塞”的病机总纲，以

“宣畅气机、透解疠毒”为基本治法，自拟“宣透汤”

（麻黄、杏仁、桔梗、苍术、法半夏、陈皮、茯苓、柴胡、

枳壳、瓜蒌壳、藿香、厚朴、草果、槟榔、猪苓、芦根、

大豆黄卷、天竺黄、鲜竹沥、甘草）治疗该病，取得了

较好疗效。兹举验案3则如下。

1 疠犯膜原，脾虚湿阻

杨某，男，50岁。2020年2月10日初诊。

主诉“隔离期核酸检测阳性”，尚无明显发热咳

嗽，唯见睡眠多梦，纳差，尿黄。舌淡嫩边有齿痕，苔

白腻。CT示肺部明显磨玻璃样改变。证属脾虚湿阻、

疠犯膜原。治以健脾化湿，透解疠毒。以三拗汤、四

君子汤合平胃散加减。处方：

生麻黄10  g，杏仁10  g，桔梗10  g，党参10  g，

茯苓20  g，苍术10  g，炙甘草10  g，生黄芪60  g，山

药30  g，藿香10  g，紫苏叶10  g，法半夏10  g，陈皮

10  g，神曲20  g，贯众10  g，连翘20  g。2剂，2日1

剂，水煎服。

二诊（2月14日）：晨起轻微咳嗽，尿清亮，眠

好，食欲正常。舌淡嫩，苔腻加重。病机仍属脾虚湿

阻、疠犯膜原；治重宣畅气机、透解疠毒，辅以健脾；

自拟“宣透汤”加减。处方：

生麻黄5  g，杏仁10  g，桔梗10  g，厚朴5  g，法

半夏10  g，茯苓20  g，猪苓20  g，苍术10  g，生薏苡仁

30  g，大豆黄卷10  g，藿香10  g，党参10  g，白术20  g，

山药30  g，陈皮10  g，柴胡10  g，枳壳10  g，瓜蒌皮

20  g，紫苏叶10  g，炙甘草10  g。2剂，2日1剂，水煎服。

三诊（2月18日）：16日痰核酸检测首次转阴，

CT复查示肺部病灶明显吸收。腻苔稍化，余无不

适。原方略作加减继服。连续3次核酸检测阴性

后，于2月22日出院转集中隔离点继续治疗。此后

田和炳“宣透汤”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验案 3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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