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猴年话“猴药”（8）

疑难病（6）
熊继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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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千家药方

������取生地、 熟地、 山药、 何首
乌、 女贞子、 枸杞子、 白芍、 玄
参、 白蒺藜各 9 克， 牡蛎、 珍珠
母各 30 克， 石决明 15 克， 每日
1 剂， 水煎分 2 次服。 一般服 10
天左右可使症状缓解。

������取黄芪、 黄柏各 20 克， 当
归 15 克， 川芎、 香附各 10 克，
败酱草 、 白花蛇舌草各 30 克 。
水煎分 3 次服， 每日 1 剂 。 一
般服药 15 剂可见效。

������取生姜 30 克， 豆豉 10 克，
食盐 5 克， 连须葱 1 根 ， 共捣
烂如泥状外敷于肚脐处， 包扎
固定， 并用热水袋热熨 ， 一般
经 10-30 分钟， 小便即可通畅。

江西省彭泽县中医院
刘国应 献方

��������患者为 38 岁女性， 主要病
情是右乳正下缘到腹股沟， 有一
条 “筋” 鼓了起来， 伴剧烈疼痛，
看上起像是皮下埋了一根铁丝 ，
长约一尺， 坚硬不移， 表面不红、
不黑， 皮色完全正常。 起病时为
右乳下缘至右侧少腹部痉挛疼痛，
数日之内， 疼痛处迅速肿起， 且
疼痛逐渐加剧。 我问她是否受过
伤？ 她说没有。 问她疼不疼？ 她
说疼得要命！ 想用手指轻轻去触
触， 还没按着她就哇哇叫疼， 而
左边一点事都没有， 另外舌苔是
薄白的， 脉是弦的。 在西医院检
查， 诊断为肋间神经炎， 消炎药、
止痛药， 都没效。 就这么个怪病，
可以算个疑难病吧！

我看了以后， 发现她的发病
部位正是足厥阴肝经的循行部
位———足厥阴经脉绕阴器、 循少
腹、 贯胁下， 这不就是足厥阴肝
经的病变吗？ 局部肿痛， 疼痛如
刺， 痛处固定不移， 这不是瘀血
是什么 ？ 虽然这个病人并没有
表现出其他的瘀血证候 ， 如舌

并不紫 ， 脉也不涩 ， 但通过已
表现出来的症状 ， 已经可以说
明它是由瘀血引起 ， 并导致了
经脉瘀阻 。 根据这些症状 ， 无
法找到一个可以对应的 、 合适
的病名 ， 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 “肝经经脉瘀阻证”。

既然是肝经的经脉瘀阻， 当
然要治肝经。 中医认为， 肝藏血，
肝主筋， 《内经》 也讲 “寒气客
于足厥阴之脉， 胁肋与少腹相引
而痛 ”， 但这个病人的关键不在
“寒气”， 而在 “血瘀”。 “在血当
治血， 在气当理气”， 这是需要首
先搞清楚的。

那怎么祛这个瘀呢？ 我选用
的是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 血府
逐瘀汤主要是三个组合， 第一个
组合是四逆散 ， 由柴胡 、 芍药 、
枳实、 甘草组成， 入肝经， 理气
的； 第二组是桃红四物汤， 由桃
仁、 红花、 当归、 川芎、 熟地黄、
芍药组成， 是活血祛瘀的； 第三
个组合就是牛膝和桔梗， “桔梗
者升也， 牛膝者降也”， 王清任用

这两味药的目的在于升降气机 。
在这里我不需要它升降， 我只需
要它疏肝气、 祛瘀血、 止痛， 所
以去掉了牛膝和桔梗， 然后再加
了一味止痛的药———延胡索。 虽
然我是这样辨证的， 但处方开出
是否有效， 我心里仍然没有底。

10 天后， 这个病人来复诊了，
肿起的那条 “筋” 已经消了一大
半 ， 只剩下右侧腹部的一两寸 ，
上面的已经完全消了。 这下好办
了， 原方不动， 再进 10 付， 瘀肿
全消。

湖南省名中医
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 熊继柏

������京剧 《智取威虎山》 里有一段
经典的台词： “脸红什么？” “精神
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
的蜡！” 其实， 蜡不仅有 “防冷” 的
作用， 将其与中药混合在一起敷在
患处， 还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来对
抗病魔， 称为 “蜡疗”。

蜡疗是一种将加热的蜡 （有时
加入中药） 敷在患部， 或将患部浸
入蜡液中的理疗方法。 在明代医学
家李时珍 《本草纲目》 中就曾有记
载： “（用蜡） 搭头致额， 其病立止
也。 于破伤风湿、 暴风身冷、 脚上
冻疮……均有奇效。” 现代中西医结
合的蜡疗， 用途更加广泛， 能有效
消除肿胀 、 加深温热 、 松解粘连 、
软化瘢痕； 蜂蜡中的化学成分还能
刺激上皮组织生长， 有利于皮肤表
浅溃疡和创伤的愈合。

蜡疗操作简单、 效果明显、 患
者无痛苦及副作用 ， 适用于肌肉 、
韧带、 肌腱的扭挫伤， 手术后的粘
连、 瘢痕， 烧伤、 腱鞘炎、 神经痛、
胃肠炎、 各种关节炎、 慢性胃肠炎、
胃及十二肠溃疡， 以及长期伏案工
作引起的颈肩腰腿疲劳疼痛、 皮肤
粗糙、 精神萎靡等慢性疲劳综合征
的治疗， 尤是骨科患者康复治疗的
一种好方法。
湘潭市中医医院副主任药师 贺竞敏

右乳下筋痛硬肿
血府逐瘀汤除之

遇冷不适 药膳调理
�������药膳是指利用中药和食材为原料， 经过烹饪加工制作的
一种具有食疗作用的膳食养生方法； 它寓医于食， 既具有营养
价值， 又可防病治病、 保健强身、 延年益寿。

不爱吃饭易腹泻
【病例】 刚满 3 岁的通通不

爱吃饭， 一旦吃冰冷食物或天
气降温便容易腹泻， 面黄肌瘦，
妈妈带他寻求调理良方。

【建议】 糯米 30 克， 山药
15 克， 胡椒粉、 白糖适量， 将
糯米略炒后与山药共熬粥， 熟
后加胡椒少许， 服用时加白糖
调服， 每天两次。

入秋畏寒怕冷
【病例】 56 岁的周先生每

年天气渐凉便畏冷， 出现手足
不温、 精神不振、 大便溏稀等
症状。

【建议】 肉苁蓉、 巴戟天、
胡桃肉、 沙苑子、 枸杞子、 补
骨脂各 10 克， 任选羊肉、 狗
肉、 猪肘肉其中一种 100 克，
生姜 3 片， 大蒜 3 克， 胡椒 5
克， 香葱、 食盐适量。 将肉料
洗净切块， 胡椒拍碎， 与上述
药材、 生姜、 大蒜共入砂锅中，
加水适量， 大火煮沸 20 分钟，
再小火煲至肉料熟透。 食前放
入香葱、 食盐调味， 喝汤食肉，
每周 1次。

新妈妈产后身痛怕冷
【病例】 28 岁的叶女士刚

生产完， 经常感到全身肌肉和
关节酸痛， 入冬之后更加严重，
怕风怕冷症状也加重了。

【建议】 当归、 黄芪各 20
克， 天麻、 杜仲、 续断、 防风、
川芎、 桂皮各 5 克， 精选羊肉、
狗肉、 猪肘肉其中一种 250 克，
生姜 5 片、 大蒜 5 粒、 胡椒 5
粒、 干辣椒 3 个， 香葱、 食盐
适量。 将选用肉料洗净切块，
胡椒拍碎， 与上述药材、 生姜、
大蒜、 胡椒、 干辣椒共入砂锅
中， 加水适量， 大火煮沸 20 分
钟， 再小火煲至肉料熟透， 食
前放入香葱、 食盐调味食用，
每周两次。 注意： 不宜与萝卜、
莱菔子、 红茶、 绿茶同服。

年轻男子夜尿多
【病例】 35 岁的李先生常

感腰冷、 夜尿频多。
【建议】 羊肾 （腰子） 2

个， 杜仲 5 克， 五味子 6 克，
料酒、 葱、 姜、 味精、 盐各适
量。 将羊肾洗净， 去掉臊腺，
切碎， 将杜仲、 五味子用纱布
包好后， 与羊肾同放砂锅内加
水适量及葱、 姜、 料酒。 炖至
熟透后， 加入盐、 味精调味，
空腹服。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治未病中心 潘维

������猴血七又名红药子、 鸡血莲，
为蓼科植物毛脉蓼的块根。 每年
春 、 秋两季采挖， 除去须根 ， 洗
净， 切片晒干入药， 多蜜炙或醋炒
用。 猴血七性凉， 味苦微涩， 有小
毒， 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活血的功
效， 用于治疗多种出血、 跌打损
伤、 月经不调、 风湿痹痛、 热毒疮
疡等症。 猴血七可煎汤内服， 常用
量为 3-5 克， 亦可研粉冲服， 常用
量为 1-2 克。 外用时， 可将其研为
细粉敷于患处， 或配成 20%-30%
软膏， 或 1%溶液外涂。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猴血七煎
剂有明显的抗乙酰胆碱及止咳祛痰
作用，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
菌、 绿脓杆菌、 弗氏痢疾杆菌有明
显抑制作用； 其水浸液对多种呼吸
道及肠道病毒有广谱的抗病毒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 猴血七有小
毒， 孕妇慎服； 少数患者服药后会
有腹胀、 恶心、 呕吐、 手麻等反应，
用量过大还有头晕反应， 轻者不需
停药， 会自行消失， 也不需作特殊
处理。 另外， 因其含有朱砂莲， 对
肾脏有一定损害作用， 故应在医生
指导下慎用， 防止肾衰竭事故发生。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猴血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