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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金匮要略》《伤寒论》中相关内容进行归纳,并参考《神农本草经》,还原得出“痰、湿、饮、水毒弥漫三焦”
为张仲景使用茯苓“药证”的关键要点;“水气上凌于心”为茯苓治疗“心神不宁”的关键要素;茯苓的临方炮制非常关键,伪品

亦需留意。 并通过研究茯苓发现“证-方-药”的研究模式是真正的“药证”模式;掌握“药证”对提高医师的临床诊疗水平有极

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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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首创了以“证”论治的概念[1] ,以
当时治疗经验最为丰富的外感病为例,通过病机之复合模

式加以阐述,将外邪对人体的作用及人体对其做出的相应

演变规律发挥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伤寒论》方药临床应

用研究尤其是“方证相应” 学说为目前比较热门的研究课

题,对此开展的系统整理和推广较多,而“药证”理论则相对

报道较少。 事实上,以“药”名“证” 的方法源于张仲景,如
《伤寒论》中的“柴胡证”“桂枝证”。 而“药证”一词,最早由

日本著名学者吉益东洞提出,并据此撰成《药征》三卷,近年

来由国内学者黄煌及其团队大力推广。 然细究吉益东洞与

黄氏所撰著述,其记录、演绎之“药证”更多表述的是“药症”
范畴,如黄氏提出茯苓主治“眩悸、口渴而小便不利者” [2] ,
“眩悸”“口渴”“小便不利”皆为症状的描述,并不是证(病

机),因此将“眩悸、口渴而小便不利者”作为茯苓的药证是

不妥的。 笔者以茯苓为例,尝试探讨张仲景辨“证”论“药”
之相应内涵。
1　 “痰、湿、饮、水毒弥漫三焦”是仲景使用茯苓的切入点

1. 1　 通过列举《金匮要略》《伤寒论》条文归纳仲景使用茯

苓的症状特点 　 张仲景对其应用茯苓的要点并无直接说

明,笔者通过药物使用最大剂量、最简方、加减指征归纳法,
将全书中有使用过茯苓的相关条文及条文所记之症状特点

进行归纳,即先完成“药-症”的论证。 书中使用茯苓之最简

方,当属《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中所载“葵子茯

苓散”,方中仅葵子、茯苓 2 味。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

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3] 。 茯苓的最大

应用剂量达到半斤,共涉及 3 个方剂。 具体如下:《伤寒论》
第 65 条:“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

之” [4] ;《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云:“胃反,吐
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3] 。 《金匮要略·消渴小

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载:“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

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 [3] 。 方后加减中有涉及茯苓的

可见于第 316 条之真武汤:“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4] ;第 96
条之小柴胡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

两” [4] ;第 40 条之小青龙汤:“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

黄,加茯苓四两” [4] ;第 318 条之四逆散:“小便不利者,加
茯苓 五 分” [4] ; 第 386 条 之 理 中 丸: “ 悸 者, 加 茯 苓 二

两” [4] 。
1. 2　 通过有关使用茯苓的症状特点归纳使用茯苓的病机证

候　 从上述条文的归纳中不难发现,仲景使用茯苓这味药

有以下 2 个特点:1)“眩”“悸” “小便不利”症状的记录是分

散并单独出现的,偶有两者并存;2)这些症状出现的密度与

剂量关系不呈正相关。 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使用本味

药剂量最大,达到半斤,最小剂量的五苓散为 18 铢,其他方

为一至四两,而“眩” “悸” “小便不利”的症状,均为分散出

现。 仲景使用茯苓剂量差异如此之大,应该与剂型的选择

有关(汤剂与散剂)。 作者通过归纳条文可见,与上述症状

同步出现的,还有一些如“身重” “有水气” “欲饮水” “有痰

饮”“渴”等症状的记录,其他共同特点就是均为围绕水液代

谢失常而展开论述。 由此推论,所谓的“眩” “悸” “小便不

利”,不过是由于人体内水液代谢紊乱而形成的痰、湿、饮、
水毒等积聚、流注、上冲身体不同部位(上焦的“眩”、中上焦

的“悸”、下焦的“小便不利”)而出现的各种症状变化而已。
因此,“眩”“悸”“小便不利”仅仅是“症”,仲景使用茯苓的

病机切入点当是痰、湿、饮、水毒弥漫三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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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气上凌于心”为茯苓治疗“心神不宁”的关键要素

　 　 茯苓有“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的功效归纳,成型于宋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其中收录的“四君子汤” “参苓白术

散”等方剂皆从此说。 而在《神农本草经》中记录茯苓“主胸

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

干,利小便”。 仲景对“忧恚惊邪恐悸”的认识及茯苓的应用

有独到的体会。 如书中第 69 条所载的“茯苓四逆汤”治疗

“烦躁” [4] 即是典例。 此处使用茯苓,多数学者从“茯苓淡

渗,能宁心安神”来解释。 笔者认为此解释不够点明仲景原

意,本方中茯苓的用量为全方中最重(用到了四两),说明其

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药。 患者之所以“烦躁”,当为

其人体本已处于少阴阳衰、阴寒内结的阶段,津液遇寒而

凝,此阴寒之水气上凌于心,而致患者出现烦躁不安,故此

时一方面予以四逆汤回阳救逆,另一方面投下重剂茯苓行

水、散阴结,复杂病机分层施治,上下同治乃可收功。 《素

问·汤液醪醴论》首创“开鬼门、洁净府”之治水大法,发汗、
利小便是历代医家治疗饮证的两大治法。 茯苓是通过通行

水道、引水下行而治水,并不是如半夏、橘皮一样通过其辛

温燥湿之性行水气,能入肺达脾,通行三焦,其淡渗趋下之

性能引导体内水湿下行,从小便而出,则诸症自除。 这也是

真武汤里“若小便利者,去茯苓”的意义所在。
3　 茯苓的临方炮制要点

3. 1　 产地加工方法　 茯苓的产地加工法有 2 种,或趁湿直

接切,晒干;或取干燥的茯苓个,以水浸润后稍蒸,切制,晒
干。 可切成骰方,也可切成厚片。 鲜切片与蒸切片有区别,
直接鲜切者,块片松散,品相欠佳,但 β-茯苓聚糖含量较稳

定;蒸切者,形态整齐,品相好。
3. 2　 煎煮使用方法 　 目前市场流通的茯苓几乎都是骰方

小块(便于运输,不易破碎),偶可见茯苓卷或茯苓片。 现行

版药典中茯苓仍规定切厚片(2 ~ 4
 

mm)或块,实际上,茯苓

内有菌丝,水分很难浸透至内部,尤其是蒸切片,入煎剂煮

30
 

min,捞出后打碎,不少内部仍干。 因笔者建议,在目前药

典未允许切薄片的条件下(如切薄片则会被判性状不符),
应嘱患者增加药物浸泡时间;或者临方使用时将茯苓饮片

打碎,增加药物与溶媒的接触面积,由此提高各种有效成分

的溶出,进而提高疗效。
3. 3　 真伪鉴别方法　 饮片的真伪是能否保证疗效的关键。
茯苓虽然价廉,但亦有伪品出现,最常见的为面粉或熟石膏

制成。 若将本药投入水中,见到溶水现象,必伪无疑;亦当

抽样结合显微鉴定,若在镜下见到针状 CaSO4 晶体,亦可判

断为伪品。
4　 小　 　 结

　 　 仲景使用茯苓的关键病机为三焦水液运行不利,用“淡

渗利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来概括仲景对茯苓的认知并不

全面,临床中一见“口渴”“小便不利”“心神不宁”就加用茯苓

是不妥的,临证必须抓住“水滞”这个关键因素,有则放心使

用。 若机体已呈现阴枯之态,虽见“口渴”“小便不利” “心神

不宁”等现象,亦不可滥用本品。 此即有是“证”用是“药”之

真正含意。 “证-方-药”的研究模式是真正的“药证”模式,掌
握“药证”对提高医师的临床治疗水平有极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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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菊花茶,当心“毒菊花”(一)
菊花是中国传统中药材之一,每年 9 ~ 11 月,于花朵盛开时,分批进行采收。 按产地和加工方法不

同,分为亳菊、滁菊、贡菊、杭菊、怀菊等。
秋天喝菊花茶好处多

中医学认为菊花得天地之清气,含金水之精英,饱经露霜,备受四气,善清上焦风热,平肝明目,清

热解毒,作用广泛。
降火除秋燥:进入秋季,很多人常觉得口舌、鼻咽、皮肤干燥,这些都是属于秋燥的症状,而喝菊花

茶具有清热的功效,还能补充水分,对于除秋燥有一定帮助。
护眼:菊花茶具有较好的护眼功效,对于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的人群来说,喝菊花茶能够缓解眼睛疲

劳和干涩,与枸杞子同服可增强养肝明目的作用。
消乏:秋季容易出现犯困、疲乏、精神不振的情况,而菊花独特的香气能消除人体疲乏,帮助放松身

心。 (郭丁丁,http: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18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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