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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论》中少阳病篇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其在

临床中应用较多,是六经病中的重点病。 《伤寒论》
少阳病提纲载:“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历代医家对少阳病的辨治观点不一,大多围绕少阳

病的提纲证及其兼证,而忽略了《伤寒论》每一经后

所提到“欲解时”的内涵。
“六经病欲解时”理论是《伤寒论》对六经病发

病时间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其包括了六经病的发

生、加重和缓解的时机以及最佳的治疗时机[1] 。 龙

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善用“欲解时”理

论,根据起病时间规律遣方用药,临证每获良效[2] 。
笔者临证时,以患者的发病时间规律为切入点,根据

“欲解时”所属时辰定义六经病,如“少阳病欲解时,
从寅至辰上”,则寅至辰时发作的疾病为少阳病,给
予柴胡类方,加以辨证加减,效果较佳,深受启发,现
择取不同主症的少阳病病案 3 则,介绍如下。
1　 腰痛案

　 　 黄某,男,62 岁,因“腰痛 10
 

d”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就诊。 患者于 10
 

d 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腰痛,
于晨起 6 ~ 7 时发作,活动稍受限,否认外伤史,曾自

服止痛药后症状稍好转,但症状反复,每天均发。
既往有高血压病病史。 现症见:腰痛,无恶寒发热,
纳、眠差,二便调,舌淡红、苔黄厚,脉弦。 中医诊

断:少阳病。 予小柴胡汤加减, 方药 组 成: 柴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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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剂,每天 1 剂,水煎,于上午 5 ~ 6 时服用。 9 月

26 日二诊:患者诉腰痛症状明显好转,晨起 6~7 时出

现轻微腰痛,活动无受限,不影响生活。 纳食及睡眠

正常,舌淡红、苔黄,微厚,脉弦。 续服前方 3 剂,煎

服法同上。 10 月 20 日三诊:患者诉腰痛已愈。

按语:本案患者为老年男性,突然出现腰痛,无
明显外伤病史,伴纳眠差,舌淡红、苔黄厚,脉弦。
《伤寒论》曰:“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寅、卯、
辰 3 个时辰为上午 3 ~ 9 时,患者发病时间有明显规

律,以上午 6 ~ 7 时最为明显,符合少阳病欲解时的

发病时间。 患者症见默默不欲饮食(纳差),为少阳

病小柴胡汤证之一,《伤寒论》 第 101 条:“伤寒中

风,有柴胡证,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 少阳主

枢,少阳枢机运转不利,夜间阳不入阴,故见失眠症

状,结合患者脉弦,诊断为少阳病,再根据患者舌淡

红、苔黄厚,主湿热中阻,加薏苡仁清热祛湿,并加

牛膝引药下行,收效显著。
2　 失眠案

　 　 吕某,女,72 岁,因“失眠 1 年”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就诊。 患者 1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失眠,间有

胸闷,纳可,二便调。 多次到医院就诊,检查均无明

显异常,多次服中、西药,均无明显改善。 现症见:
失眠,凌晨 3 时左右醒后,未能再入睡,睡眠时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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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自觉有发热感,无恶寒,易胸闷心烦,舌淡、苔

白,脉弦。 中医诊断:少阳病。 予小柴胡汤,方药组

成:柴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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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姜半夏 10
 

g,大
枣 10

 

g,生姜 10
 

g,炙甘草 5
 

g。 3 剂,每天 1 剂,水

煎,于晨起时服用。 3 月 20 日二诊:患者睡眠改善,
醒后可再入睡,睡眠时间可达 5

 

h 左右,间有四肢抽

搐感,夜间为主,一天发作多次,考虑为津液受损,
筋脉失濡所致,上方加白芍 20

 

g,炙甘草调整为

10
 

g。 3 剂,煎服法同前。 3 月 23 日三诊:夜间睡眠

好转,睡眠时间可达 5 ~ 6
 

h,四肢抽搐消失。
按语:不寐临床常见以下三种类型:入睡困难、

睡后易醒多梦、醒后难入睡[3] 。 本案患者属于第三

种类型,即醒后难入睡,且多于凌晨 3 时清醒,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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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时间规律。 符合少阳病欲解时的发病时间。
患者胸闷、心烦、自觉有发热感,与《伤寒论》 第 96
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

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

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

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中“胸中烦”相应,其
脉弦,为少阳主脉,故辨证为少阳病。 予小柴胡汤

加减,服后睡眠改善,但出现四肢抽搐,考虑为津液

受损、筋脉失濡所致,故加用芍药甘草汤以酸甘化

阴、调和肝脾、柔筋止痛,获效明显。
3　 汗证案

　 　 李某,女,50 岁,因“汗多半年余” 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就诊于我院。 患者为护师,平素工作压

力大,易焦虑,半年前因亲人病故,常夜间易惊醒,
汗出,后逐渐出现凌晨 3 时全身汗出湿透而醒,醒

后不能再入睡,多梦、喜叹息,无口干口苦,纳可,二
便调,已绝经。 舌淡、苔黄,脉沉细弦。 中医诊断:少
阳病。 予小柴胡汤加减,方药组成:柴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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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 剂,每
天 1 剂,水煎,于晨起时服用。 11 月 1 日二诊:服药后

于凌晨 4 时醒,汗较前减少,可再入睡。 守上方继服

3 剂。
 

11 月 7 日三诊:夜间无汗出,睡眠基本如常。
按语:临床多将汗证辨证为自汗阳虚,盗汗阴

虚[4] 。 本案患者多于凌晨 3 时左右因全身汗出湿

透而起床,发病有明显的时间规律。 结合患者因亲

人病故引起喜叹息、多梦,为少阳枢机不利、肝气郁

结的表现,脉弦亦为少阳气郁,故诊断为少阳病,方
予小柴胡汤加减,加白芍敛阴和营,与桂枝合用可

调和营卫,浮小麦益气止汗,疗效明显。
4　 小　 　 结

　 　 针对《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理论,历代医家

主要围绕“欲解” 论述,认为其是指疾病缓解的时

候[5] ,从而导致“欲解时”理论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

制。 顾植山教授认为,“六经病欲解时”之“欲解时”
应理解为“相关时”,不仅与疾病的缓解相关,同时

亦与病情“加重”之时相关,顾教授将该理论广泛应

用于临床,效果显著[6] 。 李杰[7] 、金聪聪等[8] 认为,
“欲解时”亦为指导服药的最佳时机。

“少阳病欲解时”为“六经病欲解时”之一,在临

床上较为常见,《伤寒论》提到“少阳病欲解时,从寅

至辰上”。 关于“寅至辰”,多数医家认为是一天之

中的寅卯辰[9](上午 3 ~ 9 时),此时辰为阴消阳长,
天黑转向光明,从阴转阳的过程[10] 。 而细研《伤寒

论》,并未提及是否为一天的“寅至辰”,因此,程斌

等[11]认为,寅卯辰除了以一天的三个时辰之外,还
应包含一年之中的寅卯辰(正月、二月、三月)。 徐

越[12]从少阳病欲解时论治高血压晨峰现象,使用柴

胡桂枝干姜汤治疗高血压晨峰现象,可有效改善患

者症状及生活质量。 莫婷等[10,13] 根据少阳病欲解

时论治咳嗽、失眠,均获良效。
该文择取不同主症的病例,笔者根据“六经病

欲解时” 理论,结合时间发病规律,实现“因时” 治

病、“异病同治”,而且,不仅“因时”因经遣方用药,
还要“因时”服药,疗效颇佳[1] 。 可见,临床上基于

“少阳病欲解时”理论,根据发病的时间规律,定义

少阳病,并采用小柴胡汤类方治之,可作为临床辨

证的参考思路。 同时,临证还需辨证,根据不同的

病证采用不同的辨证方法,即使符合“六经病欲解

时”理论,亦应随症加减,方可达到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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