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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满证中医药治疗近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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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痞满是一种较常见的中医脾胃病证!其作为一种症状可以兼见于其他疾病之中!影响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现从病因病机#

辨证论治#专方治疗#针灸治疗#及治疗他病所致的痞满兼证等方面对痞满证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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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满是中医常见的脾胃病证#以心下胃脘痞塞不通#胸膈

满闷不适$外无胀急之形$触之濡软$按之不痛为主要特点%

&伤寒杂病论'曰()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予之#宜

半夏泻心汤%*

痞满一证在现代医学中可见于功能性消化不良!,-"$慢

性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功能性胃排空延迟$胃

下垂$脂肪肝$慢性胆囊炎$慢性肠炎$肿瘤化疗后引起的消化

道反应#及糖尿病胃轻瘫!-/0"等疾病%

近年来在中医中药领域对痞满证的治疗显示了一定的优

势#不少学者将中医药多种治法及方药运用于痞满证动物模

型的实验研究#亦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将近五年来有关中医

药治疗痞满证及实验研究进展情况综述如下%

&!病因病机

不同研究者对此证的病因病机看法各异(黄氏+&,等认为

此证为情志所伤#肝失疏泄#肝郁乘脾所致% 陈氏+",等则认

为痞证的主要原因是脾胃虚弱#脾运失司% 曾氏+%,等主张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纯虚者甚少#而以虚实挟杂者为多#

除脾胃虚弱外#阴虚挟湿兼气滞为其另一主要病机% 吴氏+1,

认为虚实兼挟$寒热错杂$湿热蕴结$寒湿阻滞皆可导致脾胃

功能失调而出现此证% 李氏+),则从浊毒论治痞满一证#他认

为此证多因饮食内伤$情志不舒#导致肝胃不和$胃气失司$通

降失职$清阳不升$浊邪内停#日久则脾失健运#水湿不化#湿

浊中阻#郁而不解#蕴积成热#热壅血瘀而成毒#浊毒进一步影

响脾胃气机升降%

"!辨证论治

李氏等+$,认为痞满一证可以分为四种证型(脾虚不运$

痞塞不开型当以健脾以消痞#方用四君子汤加减#药用白术$

茯苓$党参$山药$黄精等-肝气不疏$脾胃不和型当疏泄以消

痞#方用逍遥散加减-饮食积滞$壅塞胃肠型当通降以消痞#方

用枳实导滞丸$曲麦枳术丸等-肠道失司$ 腑气不通型当通腑

以消痞#方用承气类或凉膈散#药用大黄$硝$枳$朴类% 魏

氏+2,等则将痞满一证从湿邪论治#分为四型(寒湿型当温化

寒湿# 行气除满#方以胃苓汤加减-湿热型当清热燥湿# 行气

除满#方以大黄黄连泻心汤加减-湿阻气滞型当燥湿除满# 调

肝理气#方以五磨饮和二陈汤加减-脾虚夹湿型当健脾除湿#

理气消痞#方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并可以配合使用增强胃动

力的西药% 周氏+3,则对此证分型较多#认为寒热虚实#脏腑

功能失调皆可导致痞满% 脾胃虚弱证用健脾益气法#予四君

子汤-脾胃虚寒证用温补脾胃法#予理中汤$黄芪建中汤-胃阴

不足者用滋养胃阴法#方以叶氏益胃汤$一贯煎或沙参麦冬汤

合芍药甘草汤-肝气犯胃$胃失和降者当疏肝和胃#方用柴胡

疏肝散$逍遥散加减-食积$酒积$腐积者当消食开胃#用保和

丸$加味枳术汤$枳实导滞丸-寒热互结中焦$脾胃升降失常以

辛开苦降法#用半夏泻心汤-湿热中阻证用清化湿热法#投以

三仁汤$平胃散或藿香正气散等-肾虚胃弱证者用补肾益胃

法#以左归$右归丸配益胃之品% 郭氏+',则从胃腑辨治痞满

证#胃气壅滞型当健脾理气以和胃#药用紫苏梗$香附$陈皮$

茯苓$香椽皮$佛手花$枳壳$甘草等-胃阴不足型当甘寒益胃$

养阴清火#方用益胃汤加减-胃气虚型当甘温健胃$益气健脾#

方用香砂四君子加当归% 张氏+&#,擅用经方治疗痞满#脾胃虚

弱以温中健脾和胃#用黄芪建中汤-寒热错杂以辛开苦降#用

半夏泻心汤-肝气犯胃以疏肝理脾#用四逆散-兼嗳气者用旋

覆代赭汤-兼吐酸者投以煅瓦楞子$海螵硝-湿热重者予蒲公

英$炒栀子$苍术-胃阴不足施以沙参$麦冬-气郁化火可用左

金丸-脾阳不振酌加干姜$桂枝$高良姜% 吴氏+&&,认为须从三

脘辨证治疗痞满#在上宜宣#宣肺开胃以助受纳#方用上焦宣

痹汤#栀子豉汤等-在中宜开#辛开苦降以助腐食#方用半夏泻

心汤随气血寒热食湿化裁-在下宜通#顺其下行之性#方用黄

连温胆汤$承气类治之%

%!专方治疗

很多医家用单方治疗痞满一证获得良好效果#除汤剂外#

还多采用丸剂$膏剂$片剂$散剂等治疗% 肖氏+&",宗仲景之

法#认为外感六淫$饮食不慎或情志不舒#皆可致胃壅脾滞#胃

壅邪从热化#脾滞则湿自内生#湿热蕴结脾胃#气机壅滞#升降

失职#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半夏泻心汤寒热互用以和其阴

阳#苦辛并进以调其升降#补泻兼施以顾其虚实#使寒热得解#

升降复常#则诸证自愈% 谢氏+&%,认为痞满一证总病机为气机

不利$脾胃升降失常#用经方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治疗胃

痞 $# 例#并与吗丁啉对照组进行对比观察% 结果显示治疗组

总有效率为 ')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5%4#两组治疗均有

效#两组之间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可见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

参汤对胃痞有较好疗效% 邓氏+&1,认为痞满本虚标实% 其虚

包括脾胃气虚$阳虚和胃阴虚-其实包括气滞$湿热$寒湿$血

瘀$痰浊% 用健脾平萎汤方治疗#其中党参$白术$茯苓$甘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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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益气#佛手$枳壳$菖蒲$麦芽调气促运#半夏$黄连$黄芩$

干姜和胃降逆$消痞除满#丹参$莪术$三七粉活血化瘀#全方

有温阳益气#调气促运#和胃降逆#消痞除满#活血化瘀之效%

刘氏+&),等认为#痞满证多由于脾胃功能失调#胃失和降#气机

不畅#以致胃肠积滞而发为本病% 故治疗关键在于调理脾胃#

疏通气机% 施以胃肠舒片!大黄#枳壳#甘草"疗效显著#并证

明胃肠舒片能明显的促进胃肠蠕动% 厉氏等+&$,认为此证由

肝胃不和$气滞食积$胃络瘀阻而成% 患者胃本不舒#有时不

能坚持服用大量汤剂#投以疗效快$药量少$服用方便的中成

药为临床所需#故以原载于清代方书&增补万病回春'的沉香

化气胶囊治之#方中以行气止痛$降逆和胃的沉香为主药#辅

以香附疏肝理气止痛$调和肝胃#佐以木香$陈皮$藿香$砂仁

行气宽中$和胃化湿消胀#莪术$神曲$麦芽消积化滞$理脾开

胃$化瘀通络#使以甘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 全方共奏疏肝

和胃$行气化积醒脾之功% 对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有很好疗

效% 邝氏等+&2,认为胃痞复发其根本原因在于脾胃亏虚#在临

床上常常表现出肝郁脾虚兼夹胃热证% 在治疗上应以健脾疏

肝清胃为原则#用消胀冲剂!党参$黄芩$白花舌蛇草$白芍$

砂仁$法半夏$甘松$甘草等药物"治疗 %$ 例胃痞患者#并与吗

丁啉组进行对照#观察 $ 个月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的临床疗

效和胃排空方面无明显差别#而治疗组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

1!针灸治疗

针灸在治疗痞满证方面疗效亦佳% 缪氏+&3,等选择门诊

,-病人 2#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2 例和对照组 %% 例% 治疗

组用6789

&

$6789

&"

两种注射液混合注入肝俞$胃俞$足三里等

穴进行治疗-对照组服用吗丁啉% 经 1 周治疗后统计疗效#结

果(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

"

:"$*%)#3;#*##)"% 施

氏+&',选择功能性消化不良!痞满型"%) 例作为治疗组#") 例

作为对照组#治疗组采用著名老中医周楣生发明的)万应点

灸笔*点燃对准穴位雀灸#每穴点 ) <$ 次#以皮肤潮红为度#

主穴选中脘$上脘$建里$内关$公孙$脾俞$胃俞-对照组服吗

叮林#两个月后观察发现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他病所致的痞满兼证治疗

诸多疾病会出现痞满兼证#中医药在治疗这些兼证上也

颇有特色% 付氏+"#,等将糖尿病性胃轻瘫病人随机分为治疗

组 %" 例#对照组 %# 例% 治疗组(太子参$黄芪$生山药各 "#

=#乌梅 %# =#丹参$天花粉各 &) =#枳实$制半夏$陈皮$木香各

&# =#鸡内金$焦三仙各 &" =#柴胡$升麻各 $ =% 可随证加减#

每日 & 剂#水煎分 " 次#口服% 对照组(用吗丁啉 "# >=#6789

&

"# >=#每日 % 次#口服% 两组均以 &) 天为 & 个疗程#观察疗

效#发现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3;#*#&"% 赵氏+"&,在治疗

糖尿病性胃轻瘫别有特色#他认为要重视体质#便于治病求

本-调理脾胃#重视气机升降-虚气留滞#治疗勿忘补虚#故在

治疗时首先注意补胃阴#健脾气#同时要疏肝理气#和胃降逆#

宣降气机#使气机通畅% 李氏+"&,运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肿瘤化

疗引起消化道反应 &"3 例!本组病例均在化疗后 & <% 天出现

恶心呕吐$厌食$脘腹痞满等症状"#治疗后总有效率 '2*

$$4%

综上所述#中医药在治疗各种原因所致的痞满证方面#疗

效都比较突出#在促进胃肠蠕动#增强胃动力方面有明显优

势#解决了很多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 加之中药的副作用少#

又可以长期间断服药#具有巩固疗效#防止复发以及全身调整

等作用% 但目前的方药研究尚缺乏规范性及说服力#目前对

机理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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