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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为重庆市合川区中医院主任中医师
、

重庆市名中医
,

l隋证近 50 年
,

医技精湛
,

著述颇丰
。

兹整理夏氏治疗植物状

态验案 1 则如下
,

以飨读者
。

1 病例介绍

江某
,

男
,

4 3 岁
,

2 0 11 年 10 月 2 2 日收入住院
。

既往无

特殊
。

因
“

腹痛腹泻
” ,

在某人民医院输液治疗
,

突发昏迷
,

经该院及某医科大学
、

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医治无效
,

门诊以
`

心肺复苏术后神志丧失 8 月
”

收入住院
。

入院西医诊断 : ①

心肺复苏术后 ; ②缺血缺氧性脑病 ; ③植物状态 ; ④去皮质状

态 ; ⑤继发性癫痛 ; ⑥低蛋白血症 ; ⑦乙肝小三阳 ; ⑧泌尿系

感染 ; ⑨肺部感染
。

应患者家属要求
,

西医维持患者生命及对

症治疗
,

邀请夏斌主任会诊
。

诊见 : 神志昏迷
,

卧床不起
,

偶

有咳嗽
,

喉间痰鸣
,

汗出油腻
,

紧张
、

进餐汗出如雨
,

双侧肘

腕
、

手指
、

髓膝关节弯曲僵硬
,

肌肉消削
,

大筋短缩
,

抽搐不

断
,

抽则目瞪口张
,

项背强直
,

手足拘急
,

饮食胃管注入
,

小

便尿管导出
,

舌暗红
、

苔薄少
,

根白微黄
,

脉沉弦
。

中医诊

断 : ① 昏迷 ; ②痉证 ; ③痪病 ; ④痛病 ? 辨证 : 痰痕闭阻
,

邪

犯心脑
,

气血两虚
,

肝肾亏损
,

筋脉失养
。

第一阶段治疗 (2 0 1 1 年 10 月 22 日 一 2 0 1 1 年 1 1 月 9 日 ) :

一至六诊
,

历时 1 8 天
,

病情以神志昏迷为主
。

治法 : 豁痰化

痕
,

开窍醒脑
,

益气补血
,

滋养肝肾
。

方选生脉散合圣愈汤
、

六君子汤
、

虎潜丸加减
。

如首诊之治
,

取圣愈汤合六君子汤
、

虎潜丸化裁
。

处方 : 党参
、

袂菩
、

黄芭
、

白芍
、

山药
、

龟甲
、

牛膝各 2 0 9
,

半夏
、

陈皮
、

天麻各 12 9
,

知母 10 9
,

炙甘草

3 9
。

4 剂
,

以上诸药均取颗粒剂
,

白开水冲调
,

每天 1 剂
,

分 3 次经胃管注入
。

再如三诊时
,

患者汗出明显增多
,

其余

症状
、

舌脉与首诊同
。

考虑气津两伤较著
,

即在前法之中辅以

益气生津
,

敛阴止汗
,

予生脉散合六君子汤
、

圣愈汤加减
。

处

方 : 人参 (粉 )
、

天麻(粉 )各 5 9
,

麦冬
、

地龙各 20 9
,

五味子 6

g
,

半夏
、

陈皮各 12 9
,

黄芭 (粉 )巧 g
,

山药
、

白芍
、

龟甲各

3 0 9
,

僵蚕 1 0 9
。

4 剂
,

取颗粒剂白开水冲调
,

每天 1剂
,

分

3 次经胃管注入
。

第二阶段治疗 (20 1 1 年 1 1 月 10 日 口2 0 1 2 年 5 月 8 日 ) :

七至五十四诊
,

历时 1 79 天
,

神志转清
,

拔出胃管
、

尿管
。

病情以失语
,

抽搐
、

汗出
、

四肢消瘦
、

大筋短缩
,

关节弯曲强

硬为主
。

治法 : 益气补血
,

滋养肝肾
,

豁痰化痕
,

熄风止痉
,

疏通筋脉
。

或予生脉散合芍药甘草汤
、

止痉散加减 ; 或予圣愈

汤合大定风珠
、

止痉散出入 ; 或予圣愈汤合虎潜丸
、

定痛丸化

裁
。

如七诊时
,

患者神志转清
,

卧床不起
,

声暗失语
,

肠间响

鸣
,

肘腕
、

手指
、

髓膝关节僵曲强硬
,

肌肉瘦削
,

抽搐阵作
,

抽则颈项微强
,

手足痪疚
,

汗出湿衣
,

小便短黄
,

舌暗红
、

尖

边无苔
,

中根白黄相兼
,

脉沉缓
。

辨证属气血亏损
、

痰痕闭

窍
、

肝肾不足
、

虚风内动
。

治以补益气血
、

滋养肝肾
、

涤痰化

痕
、

熄风止痉
。

方选圣愈汤合芍药甘草汤
、

止痉散加减
。

处

方 : 人参 (粉 )
、

天麻 (粉 )各 5 9
,

黄芭 (粉 )巧 g
,

白芍
、

龟甲
、

山药各 3 0 9
,

僵蚕
、

紫河车 (粉 )各 10 9
,

胆南星 6 9
,

全蝎

(粉 )
、

螟蛤 (粉 )各 3 9
,

炙甘草 9 9
。

4 剂
,

取颗粒剂白开水冲

调
,

每天 1 剂
,

分 3 次口服
。

再如四十五诊时
,

患者卧床不

起
,

声音细小
,

言语难出
,

口角流涎
,

四肢消瘦
,

肘腕
、

手

指
、

髓膝关节僵曲强硬
,

惊厥时发
,

小便色黄
,

尿出欠畅
,

舌

暗红
、

尖边中部右侧无苔
,

左根后白黄相兼
,

脉细
。

辨证属气

血两虚
,

肝肾亏损
,

痰痕闭窍
,

筋脉失养
。

治以补益气血
、

滋

养肝肾
、

涤痰通络
、

熄风止痉
。

予圣愈汤合定痛丸
、

虎潜丸化

裁
。

处方 : 人参 (粉 )
、

天麻(粉 )各 5 9
,

黄芭 (粉 )巧 g
,

僵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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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河车 (粉 )
、

胆南星各 6 9
,

麦冬
、

当归各 2 0 9
,

龟甲
、

白

芍各 3 0 9
,

黄柏 12 9
,

全蝎 (粉 )3 g
。

6 剂
,

取颗粒剂白开水

冲调
,

每天 1 剂
,

分 3 次口服
。

患者住院 19 7 天
,

邀中医会诊 54 次
,

服用中药 1引 剂
,

于 2 01 3 年 5 月 8 日转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康复治疗
。

出院时

精神较好
,

思维正常
,

单音节语清晰
,

双音节语警涩
,

四肢活

动幅度
、

强度逐渐增大
,

可坐在床上两手握住拉竿进行功能锻

练
,

饮食正常
,

二便调匀
,

唯时发抽搐
,

肘
、

腕
、

指
、

髓
、

膝

关节僵曲强硬
。

2 讨论

本病起因未明
,

疑为输液药物不良反应所致
。

纵观患者脉

症
,

认为神昏卧床 8 月
,

虽仍见神识不清
,

然其病实以痉证

与痪病
、

痛病为主
。

明
·

张景岳 憬岳全书
·

痉证 ) 曰 :
“

凡属

阴虚血少之辈
,

不能养营筋脉
,

以致抽挛僵仆者
,

旨是此证
, ’ 。

清
·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
·

痪 ) 曰 :
“

夫痪证之旨
,

不外乎

肝
、

肾
、

脾
、

胃四经之病
” 。

元
·

朱丹溪 《丹溪心法
·

痛》 曰 :

“

痛证有五… … 无非痰涎奎塞
,

迷闷孔窍
。 ”

故本病诊断成立
,

辨证准确
。

治法及选方用药
,

夏氏认为 : 第一
,

在腑脏上应以

脾胃
、

肝肾为重点
,

不独遵 漾问
·

痪论 )
“

治痪者独取阳明
”

之说 ; 第二
,

元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

人体脏气经气旨由元

气化生
,

补气宜着重补益元气 ; 第三
,

本病夹痰夹痕
,

以夹痰

为主
,

比如明
·

汪机 《医学原理 ) 针对痪病所载 :
“

有因痰火

塞窒经隧
,

以致津血不荣者
, ’ 。

清
·

程国彭 《医学心悟
·

癫狂卿
曰 :

“

痛者… … 虽有五脏之殊
,

而为痰涎则一
,

定痛丸主之
。 ”

故在治阳明时
,

须一并治痰 ; 在治气血时
,

须一并治痕
。

基于

上述认识
,

夏氏第一阶段方选生脉散合圣愈汤
、

六君子汤
、

虎

潜丸加减
,

以豁痰化痕
,

开窍醒脑
,

益气补血
,

滋养肝肾
。

待

神志清醒
,

第二阶段之治
,

或以补气益血
,

滋养肝肾为主 ; 或

侧重化痰通络
,

熄风止痉 ; 或取法补泻合用
,

平其亢厉
,

总以

协调阴阳
,

补不足而损有余为治疗原则
。

由于辨治旨当
,

此种

神志昏迷
、

痉证
、

痪病
、

可疑痛病
,

才能在半年之内逐渐起

废
。

因煎药不便
,

患者家属建议采用中药免煎颗粒与中药最细

粉联用形式给药
。

反复研讨患者病历
,

笔者认为
,

以下几种药

物在本病的治疗过程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治疗作用
。

2
.

1 人参 人参大补元气
,

可促进昏迷苏醒
。

所以 《本草经

疏 ) 云 :
“

人参能回阳于垂绝
,

却虚邪于倾俄
,

其主治也则补

五脏
。 ”

与本病疗效相关的因素
,

可能是人参的双向调节中枢

神经系统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
,

提高机体应激状态以及抗突

变
、

抗炎
、

抑菌等广泛药理作用 1[] 。

在治疗本病的 1引 剂中药

中
,

有 14 8 剂中药用人参粉
,

每剂 5 9
,

用量达 7 4 0 9
。

2
.

2 黄茂 黄芭升阳补托
,

能加速病体康复
。

因此 滩珠囊 )

曰 :
“

黄芭甘温纯阳
,

其用有五 : 补诸虚不足
,

一也 ; 益元

气
,

二也
” 。

与本病疗效相关的因素
,

可能是黄芭的促进新陈

代谢
,

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和应激能力
,

激素样及防止理化因

素导致毛细管脆性和通透性增加等作用 团 。

在治疗中有 98 剂

中药用黄芭粉
,

每剂 15 ~ 2 0 9
,

总用量达 1 5 7 0 9
。

2
.

3 娱蛤
、

全喝 螟蛤
、

全蝎为熄风止痉要药 团 。

夏氏发现二

药的有效药量为每天各 3 9
,

维持药量为每天各 1
.

5 9
,

单味

使用疗效较差
,

相须联用疗效较好
。

根据 傣问
·

五常政大锄
“

大毒治病
,

十去其六
,

常毒治病
,

十去其七
,

小毒病
,

十去

其八
”

的告诫
,

夏氏采取了服用 2 周
,

间隔数天的给药方法
。

但停用二药 4 天以上
,

抽搐
、

惊厥会加重或出现反跳
,

此时

多须再予有效药量
。

在治疗中有 12 3 剂中药用全蝎粉
,

每剂

1
.

5 一 3 9
,

用量达 3 0 .4 5 9 ; 有 1 13 剂中药用螟蛤粉
,

每剂

1
.

5 一 3 9
,

用量达 2 79
.

5 9
。

患者住院期间多次作血液生化检

查
,

肝功
、

肾功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
。

2
.

4 天麻
、

白芍 天麻
、

白芍平肝抑阳之力甚优
。

所以 《脾

胃论 ) 曰 :
“

眼黑头旋
,

风虚内作
,

非天麻不能除
。 ”

与本病

疗效相关的因素
,

可能是天麻的镇静
、

镇痛
、

抗惊厥
、

抗癫痛

作用 4[] 。

《伤寒锄 载白芍与甘草相伍
,

可酸甘化阴
,

滋阴养

血
,

有濡润筋脉
,

令其伸展之功
。

与本病疗效相关的因素
,

可

能是白芍的抗炎
、

抗惊厥
、

解痉
、

免疫调节
、

增加心肌营养性

血流量等作用 圈 。

在治疗中有 175 剂中药用天麻粉
,

每剂 5 9
,

用量达 8 7 5 9 ; 有 18 5 剂中药用白芍
,

每剂 2 0 ~ 3 0 9
,

用量达

4 8 0 0 9
。

2
.

5 僵蚕
、

地龙 僵蚕
、

地龙息风定惊之力较强
,

所以 《本

缈 载僵蚕
“

治小儿惊痛
” 。

与治疗本病起效相关的因素
,

可

能是僵蚕的抗惊厥
,

刺激肾上腺皮质
,

抑制多种球菌
、

杆菌等

作用 团 。

地龙性寒而下行
,

尚具疏通经络之力
,

因此 《本草纲

目》 说 : 地龙
,

主
“

急慢惊风
,

历节风痛
” 。

与治疗本病起效

相关的因素
,

可能是地龙的解热
、

镇静
、

抗惊厥
,

改善血液流

变性
,

促进血液循环等作用 团 。

在治疗中
,

有 152 剂中药用僵

蚕
,

每剂 10 9
,

用量达 1 52 0 9 ; 有 13 0 剂中药用地龙
,

每剂

15 一 2 0 9
,

用量达 2 5 8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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