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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莲草 、 女贞子 、 菟丝子 、 北沙参 、 山 茱萸各 在鼻咽癌治疗领域中 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用西医诊断确

玉竹 、 生地黄各 玄参 、 天冬 、 麦冬 、 枸 立后充分发扬 中 医辨证、 扶正固本的优势。 并 同时充

杞子 、 菊花各 ， 牡丹皮 。 每天 剂
，

剂 。 分发挥西 医手术 、 放疗 、 化疗等手段以杀 灭癌细胞 。

二诊 ： 耳鼻渗液明显减少 ，

口腔溃疡控制 ，

口 鼻 以期达到减轻放 、 化疗副作用 ，
延缓病情发展 ， 提高

干燥 、 五心烦热、 乏 力明显缓解。 予海藻玉壶汤 、 升 患者生存质量、 延长生存期的 目 的 。 裴教授认 为 ，
鼻

降散加减 ， 处方 ： 海藻 、 连翘各 ，
当 归 、 川芎 、 咽癌旳发生从根本上是由于机体正气亏虚所致 ， 《医

浙 贝母 、 海 带 、 昆布 、 独活 、 姜 黄 各 ， 茯 苓 宗必读》 中言
“

积之成者 ，
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跟之

”

。

半夏 、 陈皮 、 甘草 、 大黄 、 蝉蜕 、 僵蚕各 。 另
一

方面 ， 手术创伤 、 放疗、 化疗对机体的耗气伤阴

剂 。 等反过来又影响脏腑气血功能 ， 使患者正气更虚 ， 出

三诊 ： 患者胸锁乳突肌后淋巴结明显缩小
，
余症 现恶性循环 。 因此

，
裴教授在治疗鼻咽癌时遵从扶正

状均有明显好转。 处方 ： 兰州方加减
，

北沙参 、 太子 固 本的根本 大法
，
即所谓 正气存 内

， 邪不可干 ，

参 、 人参须 、 党参 、 生地黄 兰州方的主要药物 。 至 邪之所凑 ，
其气必虚

”

。
兰州方作为治疗本病的基本方

今存活 ， 定期 门诊复诊 。 剂
，
在患者病情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始终得以应用 ，

同

结语 时
，
根据患者病情辨证

，
遵循 急则治标 ， 缓则治本

”

西医诊断 ， 中 医辨证 ，
中 药为主

，
西药为辅

”

的原则
，
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鼻咽癌 的优势。

是裴教授所倡 的中西医结合指导方针 。 这十六字方针 （编辑 ：
刘 淑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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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调钧主任中 医师为 江西省名 老中医 ，
从事中 医 样大小的红色斑丘疹 ， 皮疹消退时皮肤有糠麸样脱肩

临床五十余载 ， 学验俱丰 ，
其用药精练 ，

效如桴鼓 ， 和色素沉着斑等为特征 。 年代以前 ， 小儿麻疹发

每起沉疴顽疾。 余随师侍诊 ，
谨将其治疗小儿麻疹经 病率较高 ， 发病过程中初热期 、 见形期 、 恢复期绝大

验介绍如下 。 多 数很分明 ， 在初热期可见麻疹黏膜斑 ， 并见发热 、

临床表现特点 咳嗽 、 流涕 、 眼泪汪汪 ， 发热 天 出疹
，
出疹时

麻疹是 由于感 受麻疹时 邪 麻疹病毒 引起的
一

种 高热 ， 疹点呈暗红色 ， 疹间 有正常 皮肤 ， 发疹有
一

定

经呼吸道传染的 急性 出疹性疾病 。 临床以 发热恶寒 ， 顺序 ， 约 天 出齐 ，
嗣后依次 隐没回退 ， 热退咳

咳嗽咽痛 ， 鼻塞流涕 ， 眼泪汪汪 ， 畏光羞明 ，

□腔两 减 ， 精神转佳 ， 渐趋康复 。

颊近臼 齿处可见麻疹點膜斑 ，
周身皮肤按序布满麻粒 黄调钧主任认为

，
麻疹 多与风疹相似

，
应注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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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 鉴别的要点是 ： 麻疹为紫红色 到棕红色 的斑疹和 若肺部可 闻及哮 鸣 音 ， 则 方 中去薄荷 、 金银花 、 连

斑丘疹
， 胸部为散在 ，

面部则 明显融合
，
皮疹分布不 翘 ， 加麻杏石甘汤 ；

若有鼻衄者
，
加黄连、 生地黄 、

均匀 ，
疹间可见正常皮肤。 风疹为淡红色斑疹及斑丘 白 茅根

；

若大便干结者
，
加大黄 。 黄调钧主任认为 ，

疹 ， 稀疏分散 ， 胸部可少许融合 ，
疹点如细沙样

，
耳 透疹即引毒外出

，
不管何种逆证

，
凡疫出不透者

，
宣

后、 枕部淋巴结肿大 。 透之法不可少。

治疔经验 病案举例

麻毒时邪主要侵犯肺经 ， 肺合皮毛 ， 故疹出于皮 杨某 ， 女 ， 岁 ， 年 月 曰 初诊。 患儿

肤 。 中医治疗麻疹主张
“

麻不厌透 、 麻喜清凉 ， 昨天开始发热 ， 今晨头面及胸腹部可见红色疹点 ， 疹点

麻为阳毒
，
以透为顺 ，

以清为要 ， 故其治疗原则 ， 首 大小不
一

， 皮肤灼热 ， 咳嗽 ， 咽痛 。 所在学校有同学

重透发 。 出疹表明麻毒外透 ， 促使疹出透彻是治疗麻 患麻疹 ， 舌质偏红 、 苔黄 ， 脉滑数 。 体格检查 ： 体温

疹的 主要 目 的
，

正如前人所说 形 出毒解 即无忧 。
，
咽部充血

，
扁桃体 度肿大 。 辨证为麻毒郁

麻疹的治疗 ，

一般按出疹前期 、 出疹期 、 收没期分为 肺
，
治 以宣毒透疹 ，

疏风宣肺 。 处方 ： 薄荷 后下 、

个阶段 。 黄调钧主任对麻疹的分期治疗有 自 己 的特 川 贝母 冲服 各 金银花
，
牛蒡子 木通、

色 ，
从开始发热至出疹 中期为第

一

阶段 ，
出疹中期至 连翘 、 芦根 、 葛根 、 黄芩各 ， 蝉蜕 、 荆芥 、 苦杏

疹点 出透为第二阶段 ， 疹点 出透到收没 为第三阶段 。 仁各 板蓝根 。 剂 ， 每天 剂 ， 水煎服 。

由 于近十余年麻疹发病的不典型及症状较轻 ， 患儿就 二诊 ： 患儿麻疹 已出至足
， 体温

°

咽微

诊时往往 已是麻疹的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 ， 黄调钧主 痛 ， 进食呕吐 ， 偶咳 ，

口 干欲饮 ， 大便稀塘 ，
日 行数

任根据临床按各个阶段 的不同予 以相应治疗 。 第
一

阶 次 ，
舌质红、 苔薄黄 ， 脉滑稍数 。 辨证 为湿热 内侵 ，

段 以疏风清热、 宣毒透疹为 主 。 用 药以薄荷 、 金银 升降 失常 。 治 以清热利湿 ， 健脾和 胃 。 处方 ： 黄连

花 、 连翘 、 牛蒡子、 芦根 、 葛根 、 蝉蜕 、 苦杏仁 、 黄 炒扁豆 黄芩 、 葛根 、 茯苓 、 竹茹 、 芦根 、

芩为主 。 黄调钧主任认为 ，
在麻疹流行期间 ，

对发热 姜半夏各 ，
枳壳 川 贝母 冲服 、 藿香各

，

咳嗽的患儿 ，
尽管早期还不能确诊为麻疹 ，

但可以用 甘草 地锦草 。 剂 ， 如法煎服 。

此方治疗
，
是感冒可宣表退热 ，

是麻疹可促其早透。 三诊 ： 患儿麻疹消退 ， 皮肤稍痒 ， 发热退 ，
咽不

咳甚
，
痰 多者加桑 白皮 、 瓜赛 、 川 贝母、 桔梗 ；

心烦 痛 ， 不咳 ， 泄止 ， 纳少 ，
舌质红、 苔薄黄 ， 脉滑 。 辨

者加知母 。 第二阶段以清肺解毒为主 ， 佐以宣透 ， 用药 证为肺阴亏虚 ， 治以养阴润肺。 处方 ： 牡丹皮 、 生地

以薄荷 、 金银花 、 连翅、 牛蒡子、 苦杏仁、 黄夸 、 川 贝 黄 、 麦冬 、 玄参 、 鸡 内金、 地肤子各 ，
北沙参 、

母、 瓜蒌、 前胡为主。 大便秘结者加大黄 ； 肺部可闻及 薏苡仁、 淮 山药各 知母 甘草 。 服药

湿啰音者 ， 加桑白皮 、 葶苈子 ； 鼻衄者
，
加牡丹皮 、 焦 剂

，
痊愈 。

振子、 白茅根 ；
咳甚者

，
力 枇杷叶 、 紫宽 。 第三阶段以 按 ： 本案 出疹初期 以透疹为 主 ， 治 予 辛散 、 疏

滋阴润肺为主 ，
用药以生地黄、 麦冬、 玄参、 南沙参 、 表 、 解肌 ，

用 薄荷 、 荆芥 、 葛根 、 牛 蒡子 、 芦根 、 蝉

苦杏仁、 黄等 、 知母为主。 余热不清 ， 低热不退者 ， 力 蜕宣毒透疹 。 麻本火候 ，
渗毒属阳 ， 解毒务尽 ，

以免

地骨皮 、 知母、 生地黄 ； 纳少者 ， 力 炒麦芽。 遗留后患 ，

故方 中加金银花 、 连翘以清热解毒 ； 在辛

黄调钧主任对逆证的 处理亦颇有心得 ， 其中 以麻 散透表剂 中加黄芩 ， 有清金保肺之功 ；
加苦杏仁 、 川

疹合并肺炎是最常见的逆证之
一

。 临床症见 ： 高热不 贝母以化痰止咳 ；
加板蓝根以凉血解毒 ， 清利 咽喉 ；

退
，
麻疹 出而未透 ，

疹色紫暗
，
或疹见早 回

，
咳嗽频 加木通泄热利 水 ， 使邪热从小便而 出 。 复诊时 ，

麻毒

作 ， 气促痰 鸣 ，
鼻煽唇绀

，
烦躁 ，

口 渴
，
舌质红 、 苔 移于大肠 ， 患儿 出现腹泻 ， 黄调钧主任用 葛榻■茶连汤

黄 。 疹出不透是麻毒 内攻之兆 ； 气促痰鸣 、 鼻煽唇绀 加味以清湿热之邪 。 三诊疹收 ， 病基本疾愈 ， 在麻療

为痰热壅盛 ， 肺气 闭郁所致 ； 疹 色紫暗为热毒炽盛
，

蕴热外透的过程 中
，

阴液受伤
，

故后期表现为热 去津

内窜营血之征 。 治疗以清热解毒 、 化痰平喘 、 宣肺开 亏 ， 肺 胃 阴伤 之证 。 因邪 热灼伤肺 阴 ， 故投养 阴 润肺

闭为 主 。 常 用 ： 金银花 、 连翘 、 牛蒡子 、 薄荷 、 黄 之品以竞全功 。

芩 、 葶苈子 、 桑 白皮 、 瓜蒌 、 苦杏仁 、 川 贝母等药 。 （编辑 ： 刘淑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