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 案 医 话

54 2020 年总第 52 卷第 9期

味觉是指食物在人的口腔内对味觉器官化学感受

系统的刺激而产生的一种感觉。味觉障碍是临床常见

的症状，易见于消化系统疾病，在神经系统、心血管系

统、内分泌及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中也屡见不鲜，肿瘤晚

期尤易伴发。中医典籍中未见此病名，只是将“口不

知味”“食不知味”“舌不知味”作为一个症状散见于

各著述中。临床常遵“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

矣”（《灵枢·脉度》）之旨，从脾胃辨治获效，但有些患

者疗效不显。笔者根据“心开窍于舌”“舌为心之苗”

的理论，从心论治，获得良好效果，兹介绍验案如下。

1 心络痹阻证

徐某，女，64岁。2006年4月14日初诊。

主诉：味觉丧失3年。3年多前曾患面神经麻痹，

味觉丧失，甚感痛苦。曾多方延医，观他医从调理脾胃

入手，未见效果。刻下：形体偏瘦，面色少荣，伸舌稍

稍右歪，口眼歪斜不明显。语言尚利，纳谷虽可，食不

知味，二便正常，睡眠不实，偶有心悸，平常不易汗出。

舌苔薄白质稍红、舌尖稍暗紫，脉细左寸涩。辨证：心

络痹阻，舌脉失养；治法：活血通络，养心复脉。处方：

生地黄15  g，丹参15  g，白附子4  g，赤芍10  g，

通草3  g，郁金6  g，当归10  g，麦冬10  g，地龙10  g，

茯神10  g，炒酸枣仁8  g，生麦芽15  g，甘草3  g。7

剂，日1剂，水煎，分2次服。

二诊（4月21日）：睡眠改善，心悸未作，进食已

能辨别酸味，舌象同前，左寸脉涩意稍减。酸入肝，

木气得复，前方去炒酸枣仁、生麦芽，加川百合9  g、

玄参6  g、远志6  g。7剂。

三诊（4月28日）：称进食已能辨别咸味，大便

偏稀，余诉同前。肾气上荣，当期培土生金，方可金

生水丽。前方去郁金、甘草，加白茅根10  g、炒山药

15  g、炙甘草4  g。7剂。

四诊（5月12日）：称进食已能辨别辛辣，大便

正常，舌尖暗紫色减。脾胃居于中焦，脾升胃降，升

降之机，有赖中土斡旋。前方去茯神、白茅根、通草，

加柴胡6  g、石斛10  g、川贝母6  g。7剂。

五诊（5月19日）：称进食已能知道甜味，惟苦味

仍难辨识，舌根苔白稍厚。舌根虽为肾之分野，但脾

经络舌本。心主苦，火土相生，子能盗母气，亦可令母

实。前方有滋腻稍过之嫌，故去玄参，加白附子量至

6  g，另加石菖蒲6  g，7剂。后告知味觉已全部恢复。

按：《素问·脉度》曰：“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

能知五味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心生血，

血生脾，心主舌。”病者味觉障碍、甚至丧失，并发于

面瘫之后，由于心络痹阻，舌脉不通而失养。治从活

血通络、润养舌脉。本例患者，素体阴血亏虚，心主

血，肝藏血，心华在面，心脉失养，肝藏不足，风阳易

于上扰头面，导致面瘫；久病入络，心络痹阻，舌体

失养，味觉丧失。方以丹参、郁金、赤芍、地龙活血通

络；当归、生地、麦冬、百合、玄参、石斛养血滋阴；炒

酸枣仁、茯神、远志宁心安神；贝母、石菖蒲化痰；通

草轻清通络，白附子“主治心痛、血痹，面上百病，行

药势”（《名医别录》），两药引经报使；甘草调和诸药。

顽瘀去、新血生，则心络通、味觉复。

2 心血不足证

张某，女，37岁。2014年11月7日初诊。

主诉：味觉障碍1月。食如嚼蜡，口舌发木，心

悸怔忡，面色苍白，夜寐不实易醒，恍惚健忘。舌淡

嫩、苔薄白，脉细、左脉尤甚。有缺铁性贫血病史。

辨证：心血不足，舌体失养；治法：补养心血；方从生

地丹参汤及枕中丹化裁。处方：

生地15  g，丹参15  g，白薇15  g，炙龟甲12  g

（先煎），太子参30  g，茯苓12  g，生龙骨30  g（先煎），

远志6  g，红花3  g，炒酸枣仁8  g，合欢花10  g，炙甘

草3  g。7剂，日1剂，水煎，分2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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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诊（11月14日）：味觉改善，口舌发麻好转，心

悸怔忡大减，夜寐转实，恍惚显轻，舌脉同前。前方去红

花，加麦冬30  g、阿胶12  g（烊化）、甘松3  g、山药15  g、

白术6  g。14剂，煎服法同上。味觉恢复，诸症缓解。

按：“舌者，心之官也”（《灵枢》），“麻者气虚，木

者血虚”《续名医类案》。本例患者，劳心过度，心血

暗耗，舌体失养，导致舌木味障。方以生地之擅养心

血为君；臣以丹参、白薇甘苦合化以复阴血；取龟甲，

一以之别称神屋，合太子参、茯苓、龙骨、远志，成枕中

丹以安神；二应“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之意；酸枣

仁养心安神，并合“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之旨；红

花少量以养血，兼制生地、白薇、丹参之凉，皆为佐药。

子能令母实，脾为心之子，善后兼顾健脾醒胃以收功。

3 心肾不交证

王某，女，42岁。2015年3月11日初诊。

主诉：味觉障碍3月余。食易觉苦，偶觉发咸，

伴舌尖麻烫感，心烦不寐，腰酸腿软。舌尖红质娇

嫩，脉寸部稍洪，尺部弱。有甲状腺结节病史。辨

证：心肾不交，水火失济；治法：清上温下，交通心

肾；拟方交泰丸加味。处方：

炒黄连6  g，肉桂2  g（后下），生地15  g，淡竹叶

8  g，制附片6  g，黄芪15  g，麦冬18  g，赤芍8  g，炒

枳壳8  g，甘草3  g。7剂，日1剂，水煎，分2次服。

二诊（3月18日）：口苦显轻，舌尖麻烫感好转，

仍偶觉咸，伴有腰酸腿软，心烦减轻，睡眠略有改善，

脉寸部洪意减，尺部仍较弱。前方去生黄芪，麦冬

加量至30  g，加西洋参6  g、熟地30  g、砂仁3  g（后

下）、怀牛膝6  g，半夏10  g，茯神12  g，7剂。黄秫米

100  g煎汤代水，早饭后、晚睡前口服。

三诊（3月25日）：口苦偶有，口咸未复，睡眠转

佳，腰酸腿软好转，再加丹参15  g、石斛10  g以善后。

按：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阴阳脏腑》曰：“心肾，

水火也……夫肾属水，水性润下，如何而升？盖水中有

真阳，故水亦随阳而升至于心，则生心中之火。心属火，

火性炎上，如何而降？盖因火中有真阴，故火亦随阴而

降至于肾，则生肾中之水。”心肾不交，火水未济，故上

见心烦舌烫火炎，下显腰酸腿软肾亏之象。方取交泰

丸之炒黄连，苦寒清降心火，肉桂辛热，温肾上达为君，

以交通心肾；臣以生地、竹叶佐黄连凉降；制附片、黄芪

辅肉桂温升，恐苦燥伤阴，佐麦冬之甘凉；防辛热动血，

配赤芍以制约。二诊合半夏秫米汤以助睡眠，同时加强

益气养阴、引药下行之力。三诊添健步丸以善后。

4 心虚痰阻证

何某，女，53岁。2015年3月11日初诊。

主诉：味觉障碍1周。食而无味，口淡且黏，舌

尖麻木，咽中痰黏，胸闷心悸。舌苔白腻，脉弦细。

有风湿性关节炎病史。辨证：心之气血两虚，浊痰阻

滞舌络；治法：益气养血，化痰宁心，通络开窍；方选

地黄人参合涤痰汤变通。处方： 

太子参30  g，生地12  g，胆南星6  g，法半夏

8  g，生黄芪15  g，丹参30  g，苍术6  g，佩兰10  g，白

术8  g，炙远志6  g，茯苓20  g，厚朴花8  g，生甘草

3  g。14剂，日1剂，水煎，分2次服。

二诊（3月18日）：口淡缓解，口黏已失，咽痰

显轻，胸闷大减，心悸偶有，舌苔转薄。前方加丹皮

8  g、旋覆花8  g（包煎）、竹茹8  g以巩固疗效。

按：“一切怪病，此皆痰实盛也”（朱丹溪《寿世

保元》）。浊痰阻滞舌络，实则多见舌强语謇，而味觉

障碍多由虚实夹杂。故方以太子参、生地、黄芪、丹

参益气养血；胆南星、半夏一动一静燥湿化痰；远志、

茯苓化痰宁心；脾为生痰之源，取苍白术燥湿健脾、

佩兰芳香醒脾；厚朴健胃消食、下气宽中、燥湿消痰，

取其花者，一以轻清不入中下二焦；二又不至苦燥太

过耗气伤阴。二诊参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

小补心汤，以竹茹代替竹叶以加强化痰之力。

5 心移热于小肠证

王某，男，56岁。2016年6月15日初诊。

主诉：味觉障碍5  d。食易觉苦，舌尖糜烂疼痛，

小溲黄赤，心烦不寐。舌质红、苔薄黄，脉细小数。

有复发性口疮病史。辨证：心移热于小肠；治法：清

利小肠，导热下行；方选导赤散加味。处方：

生地15  g，淡竹叶10  g，通草3  g，莲子心6  g，

车前子6  g（包），生甘草梢3  g。7剂，日1剂，水煎，

分2次服。

二诊（6月22日）：舌尖糜烂疼痛明显好转，心

烦大减，寐也改善，小溲稍黄，脉数意减。前方加川

百合10  g、麦冬20  g、玄参6  g，调理14剂而安。

按：心移热于小肠，首载于隋·巢元方《诸病源

候论·血病诸候》，其云：“心主于血，与小肠合，若心

中有热，结于小肠，故小便血也。”舌尖为心之分野，

糜烂疼痛及心烦为心火炽盛之象，小溲黄赤则为心

火移热于小肠之兆。导赤散中生地甘寒，凉血滋阴

降火；木通苦寒，现代药理研究有肾毒性，故改通草

利水通淋，导小肠之热下行；竹叶甘淡，清心除烦、淡

渗利窍，引心火下行；生甘草梢清热解毒，尚可直达

茎中而止痛，并能调和诸药，还可防竹叶、生地之寒

凉伤胃；莲子心助清心除烦，车前子增导热下行。二

诊合增液汤，加麦冬、玄参，水足则火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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