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则不通也 ”。伤及阴阳气血�呈现阳失温煦�阴失
濡润�而致 “不荣则痛 ”。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是本
病的两个重要环节�治当遵叶天士之 “久病当以缓
攻�不可致重损 ”原则。在治疗上根据本病正气虚
衰 （免疫力低下 ）�气血瘀阻�经脉不畅 （微循环不
畅 ）的病理�以扶正祛邪为治疗原则�即祛邪以通、
扶正以荣。用养阴益气�活血搜毒�通络止痛之法。
做到缓柔相济�药达病所�病祛体复。在具体治疗时
牛老内外兼治：外用 “石燕散 ” （由石燕、大黄、三七
等组成 ）用两份凉开水加一份蜂蜜调成糊状外敷患
处�每天2～3次。内服 “带后丹 ” （经验方 ）�选用芍
药、甘草�酸甘化阴�阴液恢复�筋脉得养�气血调和�
络脉通畅�可解 “络虚不荣 ”之患。用辛温通络、辛
润通络之当归、防风以及虫类之药 （全蝎、乌梢蛇
等 ）�祛瘀、搜剔疏拔�能逐血导瘀�搜剔络脉之间的
湿热残留余毒。用三七、丹参等行血散瘀�定诸经之
痛。用土茯苓、板蓝根�除湿清热�解毒。若久痛不
愈加三棱、莪术、天龙�肿胀加王不留、丝瓜络。综观
全方�可使气复血荣�脉络畅通�气血流畅�故带状疱
疹后遗神经痛可痊愈。
3　病案举例

患者�男�70岁。于2004-05-02患急性带状疱
疹�在当地上海市华山医院皮肤科就诊�就诊时除胸
部至后背疱疹疼痛外�还有淋巴结肿大�发热等证
状。经治疗疱疹2ｗ后消失�但胸背仍有闪电样发
作疼痛伴随着持续性烧灼痛�无法正常生活与工作。
曾作神经阻滞注射疗法和其它治疗无效。于2004-
08-16电话就诊：右胸部至后背闪电样刺痛并有烧
灼感�痛苦万分。治宜养阴益气、活血搜毒、通络止
痛。药用芍药30ｇ�甘草15ｇ�土茯苓30ｇ�板蓝根
15ｇ�蜈蚣2条�乌梢蛇15ｇ�当归15ｇ�丹参30ｇ�防
风12ｇ�三七5ｇ（冲服 ）�15剂。外用 “石燕散 ”�用

药到第8天�疼痛面积缩小�程度减轻。继续用药�
疼痛大减�服半个疗程而愈。
4　讨　论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困扰中老年人群的顽痛

症之一�目前仍是疼痛难题。其疼痛持续时间短则
1～2年�长者甚至超过10年。患者由于长期忍受
疼痛折磨而苦不堪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属于较
剧烈的顽固性疼痛症 （也有极少数患者表现为奇痒
或痒痛 ）�患者的疼痛常是自发性闪电样或撕裂样、
针刺样疼痛�发作时常使患者寝食不安�大多数患者
常常伴随较明显的持续性烧灼痛。目前对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的看法不一�究竟单纯是急性带状疱疹
时间上的延续或是性质不同的另一类疼痛？多数学
者倾向认为它们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疼痛。西医学在
治疗用药多使用：①麻醉性镇痛药；②抗抑郁药；
③抗惊厥药和综合疗法及区域神经阻滞、交感神经
阻滞等法�一般疗效不理想。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难治之顽症�其痛长年
不愈�治疗棘手。牛老认为 “剔除湿热余毒 ”不可轻
视�而要剔除湿热余毒�就要重用土茯苓。若加用板
蓝根疗效更好�因为土茯苓得板蓝根解毒散结之力�
能入络搜湿热之蕴毒。加用蜈蚣等虫类药物可增强
通络活血搜毒之力可使络脉畅通。用 “石燕散 ”可
活血通瘀�使经脉通畅疼痛得止。石燕性凉味咸�
《本草纲目》云：“石燕性凉�乃利窍行湿热之物。”大
黄性味苦寒�性沉不降�用走不守。 《本草求真》云：
“用此皆能推陈致新�定乱致治�故昔人云有将军之
号……邪热实结�宿食不下�用之得宜。”三七参散
瘀�消肿定痛。故石燕散能通瘀活血止痛�从而改善
微循环�使气血通畅无阻�故顽痛得止。

收稿日期：2007-01-24
（编辑　张大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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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亮教授应用温胆汤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经验

刘　洁
（河南中医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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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中图分类号：Ｒ289．5　　文献标志码：Ｂ
　　温胆汤出自 《三因极－病证方论》［1］�由半夏、
茯苓、竹茹、枳实、橘皮、生姜、甘草组成�功效燥湿化

痰�清热除烦。用于胆郁化热�胆胃失和�痰浊中阻
之证。临床应用广泛�适用于多种疾病�尤其在神经
系统疾病中应用更为普遍�如神经官能症、抑郁症、
失眠、头痛、眩晕、脑血管病等属于痰热内扰者。导
师王宝亮临证数十年�应用本方加减治疗上述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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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取良效�现将临床中所见的典型病案�报道如下。
1　血管性头痛

患者�男�21岁�2006-06-05初诊。发作性偏头
痛3年。最近1ｗ头痛加重�多因精神紧张诱发�发
作时�头一侧跳痛�心烦易怒�口苦�不欲食�眠差�体
型偏胖。观其舌象�舌质红�苔黄厚�脉滑数。诊断
为血管性头痛。王师结合其体质、病史、症状及舌
脉�中医辨证为肝胆郁热、痰热上扰证�给予温胆汤
加减：陈皮15ｇ�半夏15ｇ�茯苓15ｇ�白术15ｇ�枳
实15ｇ�川芎15ｇ�丹参12ｇ�白芍20ｇ�柴胡12ｇ�
地龙9ｇ�厚朴12ｇ。1ｗ后复诊�疼痛缓解�续服
2ｗ�未再发作�做丸续服1个月�未再复诊。

按：血管性头痛是由于颅内外血管舒缩功能障
碍及某些体液物质暂时性改变所引起的反复发作性

头痛。发作特征为单侧或由一侧转向另一侧�可伴
恶心呕吐、视觉异常等先兆�间歇期如常人。根据临
床表现�中医称之为偏头痛或偏头风�认为六经病皆
可致头痛�但以痰浊居多。工作压力大�长期精神紧
张、压抑�致肝气郁结�木郁不达�胃气不和；若再喜
好辛、甜、油腻饮食更易阻碍胃气�进而化热生痰�痰
热郁阻�上蒙清窍�清阳不展�引发疼痛。温胆汤加
减清热化痰�通络止痛�切合痰热郁阻病机�使浊清
窍通�头痛自止。
2　顽固性失眠

患者�男�47岁�2004-08-12初诊。精神紧张
后�失眠6个月。持续加重渐至彻夜不寐�服西药镇
静药效果不佳�白天头昏脑胀�记忆力差�烦躁易怒�
食少�乏力�舌质红�苔黄腻�脉滑�诊断为不寐之痰
火扰心证。给予温胆汤加减：陈皮15ｇ�半夏15ｇ�
茯神20ｇ�枳壳12ｇ�龙齿10ｇ�石菖蒲15ｇ�天南星
15ｇ�郁金15ｇ�酸枣仁20ｇ�合欢皮20ｇ�夜交藤
15ｇ�黄连12ｇ�炙甘草6ｇ。服6剂后�能入睡�续
服6剂�每晚能睡6ｈ�后恢复工作。

按：患者因精神紧张�气郁不舒化火�煎津成痰�
痰火内扰�神不归舍�故令不寐�理气化痰清热为治
疗本病的 “第一要义 ”�以上方燥湿化痰、清心安神。
3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致的眩晕

患者�女�65岁�2005-12-05初诊。发作性眩晕
5年。已有3次发作史�此次发作已4ｄ�视物旋转�
恶心呕吐�动则尤甚�耳闷�大便不爽�纳呆�口干不
欲饮�曾做头颅ＣＴ示：未见异常。颈部Ｘ线示：颈
椎退行性改变。观其体胖�面色不华�舌暗淡�苔黄

腻�脉滑数。王师分析此病例�胖人体虚易生痰湿�
痰阻气机清浊不分�清气不升则眩晕�浊阴不降则恶
心呕吐�痰郁化火则苔黄�治宜化痰泄热、健脾和胃、
泌别清浊。给予温胆汤加减：半夏12ｇ�茯苓12ｇ�
陈皮12ｇ�枳实12ｇ�竹茹20ｇ�黄芩10ｇ�石菖蒲
12ｇ�天麻12ｇ�郁金12ｇ�甘草6ｇ。5剂而愈。
4　抑郁症

患者�女�29岁�2006-09-21初诊。1年前�因工
作压力大�出现心胸胀闷不舒�心烦易怒�情绪低落�
沮丧�紧张。近2个月易哭�害怕�纳差�失眠。观其
舌象�舌淡苔黄厚�脉弦滑。诊断为郁证之痰热扰
神、心胆气虚证�治宜清胆化痰安神兼补心胆。以温
胆汤加减：半夏 12ｇ�茯苓 12ｇ�陈皮 12ｇ�枳实
12ｇ�竹茹20ｇ�黄连6ｇ�郁金10ｇ�五味子10ｇ�太
子参15ｇ�珍珠母20ｇ�浮小麦20ｇ。10剂而愈。

按：患者情志内伤�气郁化火�炼津为痰�上扰清
窍�除出现精神活动的异常外�还可见到舌质红、舌
苔黄厚腻�此时的主要病机为痰热交阻、蒙弊清窍�
故治疗宜清热祛痰开窍为主�兼以疏肝宁心除烦�选
用黄连温胆汤为基础方�清热祛痰、开窍宁心。
5　讨　论

温胆汤为清胆和胃之名方�《成方便读》［2］解释
曰：“胆为清净之腑�无出无入�寄附于肝�又与肝为
表里�肝藏魂�夜卧则魂归于肝�胆有邪�岂有不波及
于肝哉？且胆为甲木�其象应春�今胆虚即不能遂其
生长发陈之令�于是土得木而达者�因木郁而不达
矣。土不达则痰涎易生�痰为百病之母�所虚之处�
即受邪之处�故有惊悸之状。此方纯以二陈、竹茹、
枳实、生姜和胃豁痰、破气开郁之品�内中并无温胆
之药�而以温胆名方者�亦以胆为甲木�常欲其得春
气温和之义耳。”可见虽以温胆为名�实为清胆之
剂�主治胆胃不和�痰热内扰�症见胆怯易惊�虚烦不
宁�失眠多梦�呕吐癫痫�头晕。临床上以不变之方�
应万变之症�异病同治�此即中医治疗疾病的一大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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