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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当归芍药散眩晕水肿泄泻腹痛

当归芍药散出白《金匮要略》，由当归、芍药、

川芎、茯苓、泽泻、白术组成，功能养血疏肝，健

脾利湿。用于治妊娠肝脾不和腹痛证，笔者临证改

散为汤，随证加味应用，每获良效，现总结如下，

仅供参考。

l 眩 晕

某男，50岁，2004年3月18 Et初诊。自述多日

睡眠久佳，晨起即觉天旋地转如乘舟车，心烦，呕吐

频频，静卧不欲睁目，平素时觉胸闷气短，嗳气时

作，情绪久佳，查其舌体胖大，苔白而腻，脉弦微

滑。证属肝脾失和，痰湿中阻，逆而上冲之证。治以

调理肝脾，降逆止呕之法。予以当归芍药散合小半夏

汤，处方：当归lOg，芍药159，川芎69，茯苓lOg，

泽泻lOg，白术159，姜半夏lOg，生姜10 g，水煎服

三剂，药后呕吐止，眩晕减，效不更方，继进五剂，

诸症渐退。

按眩晕一证，其病机多责于风、火、痰、虚，

临证宜随证施治。此患者乃肝气久郁，横克脾土，气

机失畅，聚湿成痰，痰气上冲，致使眩晕．呕吐诸

证。方用当归芍药散调肝理脾以治本，小半夏汤，降

逆以治标，本正源清，而获效验。

2 水 肿

某女，45岁，2004年9月初诊。症见：下肢浮

肿，晚间较重，月经前期加重，情绪易怒，面色少

华，胸腹满闷，食后作胀，大便稀薄，小便量少，舌

嫩红，苔薄白，脉弦滑。证属肝木失养，横克脾土，

脾不健运，水湿泛滥。治宜补血柔肝，培土利湿。处

方：当归lOg，芍药159，川芎lOg，茯苓159，泽泻

159，白术lOg，水煎服五剂后小便明显增多，肿势渐

消，继服十剂，浮肿消退。

按体内水液运行，有赖于肺、脾、肾三脏，以

及三焦的气化功能，亦与肝脏的疏泄功能有关。此患

者营血素亏，肝失濡养，气机郁滞，疏泄失司，中土

受克，脾失健运，气不化水，水邪泛滥肌肤而成水

肿。方用当归芍药散补肝血，刚木得柔，培中土，则

水液有制，使肺金有节制之机，脾土有健运之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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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而水气不横溢矣。

3 泄 泻

某男，37岁，2004年10月初诊。患者肠鸣腹

痛，大便泄泻，完谷不化月余，每于进食后即脘腹疼

痛，急于人厕，见其面色虚浮，情绪急燥，脘肋痞

闷，嗳气少食，身疲乏力，四肢烦热，舌苔薄白，脉

弦细。证属肝木乘脾，脾失健运所致。治以抑肝扶

脾，缓中止泻之法，方以当归芍药散加味：当归109，

芍药159，川芎69，茯苓109，泽泻109，白术129，

甘草69，防风10 g，大枣4枚，水煎连服三剂，症状

好转，继服七剂后痊愈。

按泄泻一证，成因极繁，治法非一。此患者

属肝气横逆，气机不调，脾虚湿盛，健运失常之肝

脾失和所致。方用当归芍药散养血疏肝，健脾利湿，

甘草、大枣缓中止痛，防风之辛散肝舒脾，胜湿止

痛．

【针灸标准化研究成果汇报】

4腹 痛

某女，34岁，2003年10月底初诊。患者三月前

行胆囊摘除术后，腹部疼痛，绵绵不止，时有拘急

感，伴食欲不振，恶心纳差，腹胀肠鸣，烦躁易怒，

舌淡红，边有齿痕，苔白厚，脉缓。证属肝脾不和，

湿瘀互阻。治以调和肝脾，化瘀渗湿，方以当归芍药

散加味：当归109，芍药159，川芎109，茯苓159，

泽泻109，白术159，甘草109，泽兰15 g，连服五

剂，疼痛缓解，复诊上方加王不留行159，穿山甲15

g，连服七剂疼痛消失。

按腹为太阴所主，肝脉所循。术后腹痛拘急，

显与土虚木郁，肝脾不和有关，本方重抑肝木安脾

土，服以白术健脾益气，加入甘草伍芍药以缓急止

痛，诸药合用有培土抑木，调和气血，泄浊通阳，缓

急止痛之功，对于手术后疼痛，证属肝脾不调者，效

果显著。

“经穴主治规律和经穴主治国家标准研究”通过专家验收

2005年1月1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家科技公益性工作专项项目“经穴

主治规律和经穴主治国家标准研究”的课题验收会。专家组由孙国杰教授等5位针灸学专家组成。

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切实提高针灸的临床疗效，构建一个科学、规范、权威的针灸』临床指导和疗效评价的

标准是不可或缺的。该课题由邓良月、李振吉教授领衔，这是我国针灸学界在这个领域进行的第一次国家层级

的研究项目。课题组通过对我国针灸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黄帝明堂”系列、以唐·甄权为代表的“诸家明堂”

系列、元·窦太师针灸和明·高武《针灸聚英》这4大分支腧穴文献的系统研究，纠正了古文献中尤其是《针

灸聚英》中存在的大量诖误。该研究工作全面、系统、完整，首次总结并提出了经穴主治的标准化方案，为今

后针灸乃至中医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示范；首次提出了经穴主治的演变规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全面考察了古今中外大量文献研究成果，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提出的文献考证结论具有重要实用意义及

指导价值，为针灸文献的考证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方法学有创新，建立了由单一研究转为综合研究的方法；

将标准化与信息化相结合，集中了古今中外大量文献，建立了集成化的针灸腧穴数据库群，为针灸腧穴文献的

数据化研究建立了平台；提供了正本与注释本双重形式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专著及论文，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

服务功能和实用价值，对针灸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针灸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针灸科研和临

床提供了很强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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