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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3年，我在浙江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求学时，学习《中医诊断学》中有关“痰”、“瘀”的论述，对
“痰瘀”起了兴趣，后读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对瘀血致病十分关注。
1965年邵宝仁老师(中医教育家张山雷的女婿)介绍了《中医杂志》第二期刊载的化瘀止痛散，用于临
床，疗效确凿。
后在课余撰写了《痰瘀论》。
1968年参加工作，在基层的诊疗实践中，碰到诸多外伤病人，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
，无论内服、外用，总不出此窠臼。
用祛瘀活血之后虽病愈大半，但往往留下外伤后遗症，即俗称“陈伤”，在气候变化时就会发病，出
现酸痛等症状。
后改用化瘀止痛散(乳香、没药、骨碎补、桃仁、杏仁、韭菜子、白芥子、细辛、
白芍、制川乌)方治疗，解决了这些问题：，由．此引发了对痰瘀相关问题的深入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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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新绛旋覆花汤（清代《温病条辨》吴鞠通方）新绛、桃仁、归须、丹皮、旋覆花、制半夏、陈
皮。
　　功效：理气化痰，养血活血，宣通胁肋，和络止痛。
　　主治：胁痛，瘕瘕，肝痈吐血。
症见：胸胁痞满，甚则胁肋胀痛或刺痛，嗳气频频，欲按压胸部得以舒畅，舌紫瘀，苔薄白，脉弦细
。
临床上笔者用于劳累过度的胁肋痛，以及慢性迁延性肝炎的肝区不适或隐痛，除原方外，常加枸杞子
、麦冬、白芍、橘络、炙甘草，若脾虚湿滞，食少便溏，口多痰涎者，加苍白术、茯苓、山药。
　　方解：俞根初《通俗伤寒论》中广为应用的绛覆汤即新绛、旋覆花为伍，本方由仲景旋覆花汤衍
化而来。
方中新绛活血和络，目前I临床上一般用降香，又称降真香，有行气活血，行瘀定痛之功。
《本草逢源》中说：“降真香色赤，入血分而下降，故内服能行血破滞，外涂可止血定痛。
”配合桃仁、丹皮、归须活血化瘀，养血和络；旋覆花消痰下气，行水软坚。
在《本草正》中记载：“旋覆花，开结气，降痰涎，通水道，消肿满，凡气壅湿热者宜之。
但其性在走散，故凡见大肠不实及气虚阳衰之人皆所忌用。
”由此可见，本品为祛痰实，行气滞，降冲逆之药，配合制半夏、陈皮化痰燥湿，健脾理气。
故此二味合用之即为痰瘀同治之剂，所以俞氏所订绛覆汤实为祛痰化瘀之方。
　　8.目生浮翳方（明目经验方）五灵脂、海螵蛸等份研细为散，猪肝蘸食。
　　功效：活血化瘀，燥湿化痰，软坚散结。
　　主治：肝血不足，目生翳障的外障眼病。
症见：目生翳障，视物不清，两目干涩，凡初起者频服之，有防治目生翳障的作用。
本方标本兼治，治本之品为猪肝，能“以肝补肝，养肝明目”，所以不能视为可有可无之食物。
五灵脂活血化瘀，利水化痰，本为祛痰化瘀之品，配以海螵蛸软坚化积，燥湿祛痰，则目中翳障能潜
移默化。
若配以外治眼药，则效果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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