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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生白《湿热病篇》遣方用药规律探析
唐建军 江苏省无锡市中医医院(无锡 2 1 4 0 0 1 )

薛雪 (1 68 1一 1 7 7 。年)
,

字生 白
,

名雪
,

号一

飘
,

江苏长洲 (吴县 )人
,

与叶桂同代名医
,

所著

《湿热病篇》是温病学重要著作之一
,

其论精辟
,

言简意赅
。

笔者多次学习《湿热病篇》每有心得
,

今就对篇中遣方用药规律之认识
,

浅谈如下
。

1 善用古方 变通灵活

纵观全篇 40 条
,

其所用古方几乎达到所用

方的一半
,

对古方应用灵活独到
。

1
.

1 证候相符直接应用 证候与古方一致者
,

多直接应用之
。

如湿热蕴结胸隔
,

宜仿凉隔散
,

大便不通仿承气微下之例(6 )(序号为原书中的条

文号
,

下同 )
,

热邪入厥阴下利
,

仿 白头翁法 (2 3)
,

少阴之咽痛仿猪肤汤凉润法 (2 4 )
,

暑月湿困太

阴之阳仿缩脾饮
、

大顺散
、

来复丹 (26 )
。

太阴湿

与阳明热合宜白虎苍术汤 (3 7) 等都皆直接用古

方
,

仿古法
.

1
.

2 证候稍异加 减应用 证候与古方不完全

一致
,

则用古方加减化裁
。

如寒热如疟
,

湿热阻

遏膜原 (8 )
,

治疗仿达原饮之例
。

其 自注云
“

以膜

原为阳明之半表半里
,

湿热阻遏
,

则营卫气争
,

证虽如疟
,

不得与疟同治
,

故仿又可达原饮之

例
. ”

故取槟朴
、

草果
,

苦温辛温并用
,

辛开苦降
,

升郁燥湿
,

行气破结
,

开达伏于膜原之湿浊疫

邪
,

去芍
、

知
、

芬
、

草
,

加苍术
、

半夏
、

干姜
、

葛蒲
,

六一散
, “

盖一 由外凉来
,

一 由内湿阻 也
” (自

注 )
。

再如湿热未净津气已虚之候
,

方用东垣清

暑益气汤主治 (38 )
,

其 自注云 清暑益气汤乃东

垣所制
,

方中药味颇多
,

学者临证时斟酌去取可

也
. ”

后世王孟英在此基础上创王氏清暑益气汤

深合临床
,

即以辨证为基础
,

灵活加减应用
。

如

温胆汤加括萎
、

碧玉散治呕吐 (1 6) 等
,

或仿其法

辨证用药
,

或用古方加减
,

用之得心应手
。

1
.

3 一方多用辨证 加减 这在其 自注中阐述

较多
.

如太阴湿与阳明热相合宜白虎加苍术汤

(37 )
,

其 自注论及
, “

治暑热伤气身热而渴者
,

亦

用白虎加人参汤
;胸痞身重兼见

,

则白虎汤加入

苍术以化太阴之湿
;
寒热往来兼集

,

则于白虎汤

中加入柴胡
,

以散半表半里之邪
。

凡此皆热盛阳

明
。

他证兼界
,

故用白虎清热
,

而复各随证以加

减
. ”

此放仲景之鉴认识深刻
,

仲景用白虎以清

无形之燥热
,

胃汁枯涸加人参
,

自中素有痹气加

桂枝 以通络
,

虽名桂枝白虎汤
,

实乃意去清热

也
,

对白虎汤之应用加减并特别强调
“
辨证审

脉
,

最宜详审也
。 ”

值得借鉴
.

2 因证用药 另辟蹊径

薛氏对湿热病的治疗
,

在辨证基础上
,

因证

用药
,

细微之处
,

确系匠心独到
,

另辟蹊径
。

有些

巧妙之用药配伍 已被当今《温病学》冠以方名倡

导用之
,

如薛氏五叶芦根汤
、

薛氏参冬汤
。

有些

冠以方名为人们所常用
,

如连苏饮等
,

因证治

疗
,

细微妙处详列如下
。

湿热证余邪未清湿热蕴结三焦
,

胃气未醒
,

病人多不甚有热
,

用药宜极轻之品
,

以宣上焦之

阳气
,

用蕾香叶
、

薄荷汁
、

鲜荷叶
、

批把叶
、

节尖
、

冬瓜仁等味(即薛氏五叶芦根汤 )
,

因证治疗极妙
,

否则投味重之剂
,

多入下焦肝肾阴分
,

与本病之

邪在中上焦气分不符
,

且胃气未醒
,

浓独厚味当

在所禁之列
。

湿热化燥
,

胃液受劫
,

胆火上冲
,

上现胸闷

欲绝
,

干呕不止
,

脉细数
,

舌光如镜之危重证候
.

薛氏用西瓜汁
、

金汁
、

鲜生地汁
、

甘蔗汁磨服郁

金
、

木香
、

香附
、

乌药等 味
,

一清阳明之热
,

一散

少阳之邪
,

不用煎者
,

取其气味也
。

阴虚宜滋
,

气

滞宜疏
,

然迭不当
,

则投滋阴有塞滞之害
,

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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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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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渴
,

这两个字的含义
,

明显概括 了患者体

液的消耗与体质的消瘦
,

以及渴而 多饮
,

多尿
,

善饥等证候
。

因消渴病病 程长短不同及治疗方

法不一
,

症状表现很不一致
,

有既消又渴
,

有不

消不渴
,

有渴而不 消
,

有 消而不渴
,

因此必须辨

证论治
。

消渴病与现代医学的糖尿病 类似
,

高热量

饮食与肥胖
,

均可致消渴病发生
。

《外 台秘要
·

消渴门》中引《古今录验 》中记载
: “

渴而饮水多
,

小便数
,

无脂似鼓片甜者
,

皆是消渴病也
” 。

说明

我国唐代医家 已知消渴患者小便是甜的
,

与当

今诊 断糖尿病是一致的
。

古人把消渴分 为上
、

中
、

下三消
,

上消多饮属肺
,

中消善饥属胃
,

下消

多尿属肾
,

但临床很难截然分开
,

往往肺
、

胃
、

肾

兼而有之
。

有上消渴饮
,

必然有下消多尿
,

有中

消善饥
,

必然有上消多饮和下消多尿
,

治疗也就

不能完全分开
。

近几年来笔者开设糖尿病专病

门诊
,

在古人辨证基础上
,

结合个人临证体会
,

订出四项治疗法则
,

现介绍如下
。

1 既消又渴 法在养阴

既消又渴
,

包括 口渴 多饮
、

多尿
,

善食易饥

且瘦
,

多见于久病 失治者
,

其人皮肤枯燥
,

全身

肢体肌肤有如针刺样疼痛或麻木
,

咽燥唇干
,

四

肢 困乏
,

甚则发生痈疡
,

视力昏瞥等症
,

舌暗赤

苔干黄
,

脉细数
。

其病机为阳明热盛
,

蕴结化燥
,

消烁肺胃津液
,

或肾燥精虚所致
。

治宜养阴润

燥
.

方用自拟养阴润燥汤 (生地
、

熟地
、

夭冬
、

麦冬
、

石解
、

花粉
、

沙参
、

玉竹
、

地骨皮
、

山药
、

山英肉
、

黄精
、

构

祀)
.

口渴特甚加生石膏
;
心烦胃中灼热

、

失眠加

黄连
;
舌赤苔反白加苍术

。

笔者曾治疗李某
,

男
,

5 4 岁
。

患糖尿病 2 年
,

多次检查血糖在 14
.

5 6 m m o l/ L 一 1 9
.

0 4 m m o l/ L
,

曾用 降糖灵
、

D
。‘。

未见明显好转
,

最近 2 月来 口 干特 甚
,

多饮多

尿
,

饥饿明显
,

形体消瘦
,

皮肤干燥
,

四肢末端麻

散有耗液之弊
,

以诸 汁磨诸香药
,

不用煎
,

以诸

汁滋 胃液
,

辛香散逆气
,

仅滋阴而不奎
,

香散不

伤津
,

所谓匠心独具
,

创治 阴液亏虚
,

胆火上冲

之新法
。

3 用药独特 匠心独具

3
.

1 用 药精专 全篇 4 0 条中用药在 10 味以

上仅 1 条
,

而用药 2 ~ 5 味约 占 1/ 3
,

而大多数

在 5一 10 味
,

用药味少力专
,

皆各尽其能
。

如黄

连
、

苏叶仅 2 味
,

味少量轻
,

治上焦轻可去实
,

再

如暑滞肺络之喘
,

以草劳
、

批把叶
、

天一散等味
。

3
.

2 药量各 异 用药之剂量轻重不同
,

其轻如

上 文
,

黄连
、

苏 叶用 2一 3 分
,

用量之重如 (32 )
、

(33) 条
,

每每要强 调宜大 剂
,

其轻至分
,

重 至大

剂
,

皆以临床辨证为基础
,

据病情之重要
,

治上

焦以轻
,

取去其味其气耳
,

而治湿 邪化燥
,

邪陷

营血 阶段
,

用药不仅滋阴凉血且要清热解毒化

癖
,

兼以清气
,

非大剂重剂不能奏效
,

故邪 陷营

分用大剂犀角
、

紫草
、

茜根
、

贯仲
、

连翘
、

鲜营蒲
、

银花露等味以清热解毒
,

凉血化湿兼清气
。

3
.

3 注 意食养 病后湿 邪未尽
,

留滞经络
,

阴

液已伤之证
,

用元米汤泡于术隔夜去术焦饮
,

功

效一以养液一在祛湿
,

用药与营养结合
,

病者较

易接受
,

此法新颖独特
。

徐上可见薛 氏遣方用药之一斑
,

薛氏不愧

为一位临床医家
,

其学术思想遣方用药有深入

研究之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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