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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方剂学（第2版）》主要分上、下两篇及附录三部分。
上篇总论着重介绍方剂学发展简史、治法与方剂概述；下篇各论主要根据治法、功用，将方剂分为解
表、泻下、和解、清热、温里、补益等19类，选入基础方、代表方及临床常用方共348首，其中正
方194首，附方154首；附录包括古今药量参考、常用剂型、方剂歌诀和方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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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温下剂，适用于里寒积滞证。
症见大便秘结，脘腹疼痛，手足不温，脉沉紧等。
寒邪当温，积滞宜下，故常用大黄、芒硝、巴豆等泻下药与温里祛寒之附子、干姜、细辛等为主组方
。
若脾阳虚者，则宜配伍甘温益气之人参、甘草等。
代表方如大黄附子汤、温脾汤等。
 大黄附子汤《金匮要略》 （组成） 大黄三两（9 g） 附子炮，三枚（12 g） 细辛二两（3 g） （用法） 
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
服后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
 （功用）温里散寒，通便止痛。
 （主治）寒积里实证。
腹痛便秘，胁下偏痛，或发热，手足不温，苔白腻，脉弦紧。
 （方解）本方所治之证，乃因寒邪与积滞互结于肠道所致。
寒为阴邪，其性凝滞。
寒邪凝聚，糟粕不化，阻滞肠中而成寒积。
积滞阻于肠间，腑气不通，则便秘；气机不畅，血行不利，则腹痛、胁下偏痛。
正如《素问·举痛论》所云：“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故见腹痛或胁下偏痛。
”积滞留阻，阳气被郁，则发热；阳气不得布达于四肢，则手足不温；苔白腻、脉弦紧，为寒实之佐
证。
治当温散寒凝以开闭结，通下大便以除积滞。
大黄苦寒，用于本方，取其泻下通便，荡涤积滞之功；附子辛热，本方重用，一则温里散寒，二则止
腹胁疼痛，三则制大黄之寒，使其寒凉之性被制而泻下之功犹存，共为君药。
二药相反相成，是温下的基本结构。
细辛温经散寒止痛，助附子温里散寒之用，为臣药。
三药合用，使寒邪得散，积滞得去而诸症自除。
 （运用） 1.辨证要点本方为温下法的代表方，又是治疗寒实便秘的常用方。
临床应用以腹痛便秘、手足不温、苔白腻、脉弦紧为辨证要点。
 2.加减变化若腹痛甚，宜重用附子，并可加肉桂以温里止痛；腹胀满甚，可加厚朴、木香以行气导滞
；体虚或积滞较轻，可用制大黄；体虚较甚者，加党参、当归以益气养血。
 3.使用注意 热结里实以及阴虚燥结之便秘忌用。
 （原书主治）“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 （病案举例）钟大满，腹痛有年，理中、四逆辈皆已
服之，间或可止。
但痛发不常，或一月数发，或两月一发，每病多为饮食寒冷所诱发。
自常以胡椒末用姜汤冲服，痛得渐解。
一日，彼晤余戚家，谈其痼疾之异，乞为诊之，脉沉弦而紧，舌白润无苔，按其腹有微痛，病时牵及
腰胁，大便间日一次，少而不畅，小便如常。
吾曰：“君病属阴寒积聚，非温不能已其寒，非下不能荡其积，是以温下并行，而服理中辈无功，仅
去其寒而不能逐积耳。
依吾法两剂可愈。
”彼曰：“吾因知先生善治已疾。
倘得愈，感且不忘。
”即书大黄12 g，乌附9g，细辛4.5 g，并曰：“此为金匮成方，屡用有效，不可为外言所惑也。
”后半年相晤，据云，果二剂而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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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守真，治验回忆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58） 按语：腹痛有年，每病多由饮食寒冷所
诱发，舌白润，脉沉弦而紧，似脾肾虚寒腹痛，而服理中、四逆辈虽间或可止，但不能根除，因属寒
积，而非虚寒。
理中、四逆辈虽能散无形之寒，却不能去其有形之积，故病可暂止，却不能根除。
用大黄附子汤温里散寒，通便攻积，使寒积俱去，二剂而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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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方剂学(第2版)(供中医药类、中西医结合等专业用)》由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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