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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青龙汤组方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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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

广东 东莞 5 2 3 6 0 0

【摘要」从大青龙汤的 药物组成 以及方剂在原文中的 实际意义
,

结合个人治 万 经验
,

解释大青龙汤的组方及其在临床应 用中的

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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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
,

大青龙汤不论从方义还是应用都存在较大争

议
,

近年来随着临床应用增多
,

此方也常成为争论的焦点
。

笔

者拟根据个人临床体会及学习前人对此方的见解
,

浅析大青龙

汤的方药组成及意义如下
。

从组方来看
,

前人多认为大青龙汤由麻黄汤
、

桂枝汤二方

组合而成
。

同时方有执等咐民据前人的见解提出了
“

中风桂枝

汤
,

伤寒麻黄汤
,

风寒俱中大青龙汤
”

的三方鼎立说法
。

但桂

枝汤中有芍药
,

无石膏
。

芍药在桂枝汤中为臣药
,

与桂枝相须

为用
,

为桂枝汤中调和营卫之要药
,

少了芍药则不是桂枝汤

了
。

还有部分认为是由麻黄汤
、

越娘汤二方组成
。

结合方中药

物组成及原文中对大青龙汤的叙述
,

笔者认为不论是从大青龙

汤的组成形式还是实际内容来看
,

本方是由麻黄汤
、

越娘汤组

成更为确切
。

大青龙汤中有桂枝二两
,

然而它只是桂枝汤的组

成部分
,

方中重用麻黄
,

配以生姜
、

大枣
、

石膏
、

甘草
,

显然

是越娘汤的组方
。

此方在张仲景的著作中出现 3 次
,

《伤寒论》 团 3 8 条中
“

太阳中风
,

脉浮紧
,

发热恶寒
,

身疼痛
,

不汗出而烦躁者
,

大青龙汤主之
”

; 肪寒论 ) 团3 9 条中
“

伤寒
,

脉浮缓
,

身不

痛
,

但重
,

乍有轻时
,

无少阴症者
,

大青龙汤主之
”

; 《金匾

要 田部 中
“

治溢饮者
,

当发其汗
,

大青龙汤主之
” 。

笔者从大

青龙汤方药结合所治 3 个证候进行具体分析
。

太阳中风
,

脉不应是浮紧
,

如出现脉浮紧者
,

是邪气伤及

太阳之本
。

《内经 ) 中 :
“

太阳膀肤毫毛其应
” 。

邪气伤及太

阳本气
,

成无己 团谓
“

中风见寒脉
” ,

寒则气收
,

故见脉象浮

紧 ; 寒束肌肤
,

阳气郁滞不发
,

所以出现发热
、

恶寒
,

周身疼

痛
、

汗不出
。

这是和麻黄汤所主治的病症相一致的
。

所以大青

龙汤方剂的内容有麻黄汤
,

为其主要组成部分
。

由于寒邪外

束
,

不从外解
,

势必犯内
,

因而出现汗不出
、

烦躁
、

内热的症

状
。

在治法上邪初内犯
,

必须由内达外
,

扭转病机
,

使病邪随

发表之汗出
。

越娘汤为发越水气
,

清泄里热之良剂
。

方中以越

娘汤发内扰之邪
,

麻黄汤发汗使邪随汗出而外解
,

乃药到病除

也
。

聂惠民圈认为
,

3 9 条论太阳伤寒反映的是表邪闭郁
,

出现

寒欲变热之征兆
。

伤寒邪在表
,

脉象本来不应浮缓
,

如脉象出

现浮缓者
,

其病理机制主要有二 : 一 为邪伤太阳
,

从太阳化为

热
,

此热与邪从本化所出现的内热烦躁不同 ; 此热为邪从皮肤

而犯膜理
,

并从太阳标气而开始化热
,

热性弛纵
,

同时尚未全

化
,

所以脉象独见浮缓不见浮数
。

一 为邪气犯膜理
,

其所属为

足太阴脾经
。

肪寒论 ) 中有
“

伤寒脉浮缓
,

手足自温者
,

系

在太阴
” 。

所以太阳病
,

邪在膜理
,

从太阳标化而脉见浮缓 ;

由于邪在膜理
,

内系足太阴脾经
,

所以身不痛
,

但重
。

病机虽

然内系脾经
,

仍有外出之机
,

故
“

身重
,

乍有轻时
” 。

文中特

别指出要辨别其并非少阴病的烦躁
,

《伤寒论
·

辨少阴病脉证

并尚 明言 : 少阴病脉细沉数
,

病为在里
,

不可发汗
。

少阴病

脉微
,

不可发汗
,

亡阳故也
。

在治法上就宜宣发太阴其邪
,

使

之外达于表
,

随麻黄汤发汗之力而外出
。

《金匾要略
·

痰饮 咳嗽病 脉证并治》 对溢饮的解释为 :

“

饮水流行
,

归于四肢
,

当汗出而不汗出
,

身体疼痛
,

谓之溢

饮
” ,

笔者认为这句话中最重要的就是
“

当汗出而不汗出
” ,

汗

不出则湿邪困重致身痛
。

溢饮病机为由内向外
,

向外不通则

病
,

治法上应该为顺其势而使汗发之
,

则病除
。

历代医家公认

大青龙汤为 肪寒论 ) 中发汗之力最为峻猛
,

最有力的一方
。

方中用麻黄汤解表发汗
,

而且越娘汤既可发越水气
,

又可通调

水道 ; 二者结合
,

则事半功倍也
。

从上述 3 个证候的具体分析来看
,

可以了解大青龙汤在

l隋床运用上的意义
,

及方中越娘汤的实际意义
。

如果依据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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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分析
,

适当的加减
,

在临床上将会有更广泛的用途
。

现依据个人数十年临床所见
,

选用典型病案一个记录如

下
。

张某
,

男
,

31 岁
,

工人
。

因
“

感寒后发热
、

恶寒 2 天
”

来诊
。

2 天前患者下班后自觉身热
,

脱除外套步行回家
。

当晚

自觉恶寒
,

自测体温 3 8
.

5℃
,

无汗
,

喝大量热开水后
,

汗出
,

症状略减
。

次日天气突变
,

大雨
,

湿身
。

夜间再次出现发热恶

寒
,

头痛
、

身重
,

辗转反侧
,

心中烦闷
,

诊见 : 舌薄白
,

脉浮

紧
。

此乃风寒湿邪俱损太阳
,

有内犯手少阴心经之象
。

以大青

龙汤加味主之
,

方中加桅子
、

淡豆豉除烦
。

煎法 : 先煮麻黄
,

去沫
,

后煮诸药
。

服法 : 分 3 次口服
,

有汗即止
。

二诊 : 服上药
,

汗已大出
,

烦躁症状消失
,

余症旨减
。

但

仍感身痛
,

周身沉重
,

四肢
、

头面有浮肿现象
,

小便不利
,

脉

浮濡
,

舌苔白
。

此乃风寒已祛
,

湿邪仍在之象
,

《金匾要 田部

谓 :
“

发其汗
,

汗大出者
,

但风气已去
,

湿气在
” 。

治法仍以

大青龙汤加味主之
,

前方去桂枝
、

桅子
、

淡豆豉
,

加白术
、

慧

该仁健脾祛湿
,

煎法同前
。

1 剂汗微出
,

症状略减
,

汗止再

服
,

3 剂服完
,

诸症旨除
。

从本病例的证候来看
,

与 肪寒论 ) 中太阳中风的病症有

异同之处
。

《伤寒论》 中太阳中风的烦躁为实热
,

为表里俱

实
,

此证为虚烦
,

为表实里虚
。

故用大青龙汤以解表实
,

加用

桅子
、

淡豆豉以解虚烦
。

由于病从汗出后
,

风寒湿邪乘虚而

入
,

出现虚中夹实之象
。

风性清扬
,

湿性重着
,

故出现周身沉

重
,

头面浮肿
,

小便不利
,

脉浮濡
。

大青龙汤能解表实
,

逐水

饮
,

但汗已出
,

再用则汗大出
,

可能出现
“

厥逆筋惕肉啊
, ’

的

逆症
。

故减桂枝
,

削其发汗之力
,

加白术
、

慧该仁健脾以扶正

利湿
。

如上所述
,

可以看出大青龙汤由麻黄汤
、

越娘汤组成
,

不

论是从方药组成上
,

还是实际意义上都是恰当的
。

其既有麻黄

汤的发汗解表作用
,

又有越娘汤发汗利水作用 ; 既能发散表

邪
,

又能清透里邪
,

能治疗一切外感风寒湿邪
。

在实际应用

中
,

如能结合具体病情
,

用以加减
,

则应用更加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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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颜氏犀泽汤加减治疗慢性 乙型肝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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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无慢性乙型肝炎的病名
,

根据其发病特点及临床表

现
,

属黄疽
、

胁痛
、

湿温等范畴
。

其病因病机错综复杂
,

主要

是湿热疫毒侵袭
,

蕴蒸肝胆而致疏泄失司
,

脾胃阻遏而运化失

常
,

病势缠绵
,

脾气虚弱
,

阴阳失调
,

气血失和 ; 或先天享赋

不足
,

外邪趁虚而入导致一系列病理变化
。

临床治肝之法众

多
,

但均可归于扶正祛邪之列
。

对于正邪关系的处理
,

正如

清
·

徐大椿在其所著 《医学源流论
·

用药如用兵论 ) 所述 :
“

防

病如防敌
” 、 “

治病如治寇
” 、 “

用药如用兵
” 、 “

孙武子十三

篇
,

治病之法尽矣
” 。

《孙子兵法》 为春秋末期孙武所著
,

书

中精辟地论述了调兵遣将的原则和克敌制胜的方法
,

这些法则

对临床医家同样适用
。

犀泽汤是全国名老中医颜德馨教授治疗湿
、

热
、

痕交结慢

性乙型肝炎的常用处方
。

犀泽方 1[] 基本组成 : 广犀角粉 (吞 )3 g
,

泽兰 9 9
,

金钱草
、

土袂菩
、

平地木各 3 0 9
,

败酱草 巧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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