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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腹水从瘀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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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肝硬化腹水!'()"瘀血形成机制及对治疗的指导意义# 肝硬化瘀血形成原因有$气滞血瘀%水瘀互患%毒瘀相关%

因虚致瘀%痰瘀相关%久病则瘀# 活血化瘀法除活血破瘀外&对'()又有行气%补益%解毒%利水之作用# 该法治疗 '()时要

注意配伍解毒%利水%补益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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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肝硬化腹水!/0112345677/48682856308#'()"属中

医学积聚$瘕$鼓胀等范畴#其发生是肝$脾$肾功

能失调#气虚$血瘀$水饮相互为患而致#病理机制比

较复杂#很多医家认为与瘀血密切相关#临床治疗方

法较多% 笔者根据临床经验#结合多家之见#就该病

从瘀论治进行了探讨#现总结阐述如下&

$!'()中瘀血形成的机制

$,$!气滞血瘀!中医认为肝硬化的发生与情志失

调有关#情志抑郁#肝气不疏#气机阻滞#脉络受阻#

气滞血瘀'肝气郁滞#易乘脾土#脾失健运#湿浊不

化#湿热内生#阻滞气机#血气凝滞#隧道壅塞#而成

肝脾血瘀证% 如姜春华($)认为&肝硬化腹水属肝络

窒塞#血瘀气滞#结为痞块#发展至晚期可成鼓胀%

血瘀亦可气滞#清*何梦瑶+医碥*肿胀,篇说&-气

水血常相因#有先病气滞而后血结者#有先病血结而

后气滞者%.

$,"!水瘀互患!'()病人既存在瘀血#又有水肿#

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张仲景+金匮要略*水气病,

谓&-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血分者#因血而病水

也'水分者#水病而及血也%.指出了水血在发病中

的互相影响% 喻昌在+医门法律,所说的-胀病不外

水裹$气结$血瘀%.明确指出血瘀与水胀的关系%

清*何梦瑶+医碥*肿胀,篇述-有先病水肿而血随

败者#有先病血结而水肿者.% 对水血关系论述最

全面的当属清代的唐宗海#强调了水血有-相互倚

伏.$-相互维系.的生理特点#有-水病不离血#血病

不离水.的病理机制#指出-但去瘀血#则痰水自消.

的治则%

$,-!毒瘀相生!现代医学认为'()最主要的原因

是病毒感染$酒精中毒$胆汁淤积(")

#中医认为是疫

毒$酒毒$胆毒% 毒可致瘀#其机制有四&一是毒邪煎

熬熏蒸#血被煎炼成瘀'二是毒邪伤津耗阴#气滞血

瘀'三是毒邪壅滞气机#影响肝之疏泄#气滞血瘀'四

是毒邪直接伤及肝体#脉络受损#造成瘀滞% 瘀可致

毒#其机制&一为血瘀形成之后气机运行不畅#加重

肝失条达之性#胆汁排出不畅#毒邪不易排出'二为

气机受阻#脾不升清#湿浊不化#湿热之毒不能化解#

易造成毒邪留恋'三为血瘀形成#肝脾失养#营血化

生不足#正气亏虚#无力抗邪#毒邪更易滋生$漫延%

因此#由于毒瘀互患#最终形成毒瘀交结#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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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绵难愈% 如谢旭善(-)认为活动性肝硬化是由于

疫毒!湿毒"侵袭#后期表现为毒$瘀$虚共患%

$,%!痰瘀相关!有人认为在瘕$积聚中#有痰瘀

交结的病理特点(%)

% 津液停留#而成痰浊#血行易

被痰浊所遏而成瘀血#痰浊瘀血#肝郁乘脾#彼此互

为影响#层层相因#凝聚成块#日以积大#形成瘕%

如+金匮钩玄,说&-气不能作块#成聚块乃有形之

物#痰与食积$死血%.顽痰$死血结聚#日久不散#又

可化毒#耗伤正气%

$,&!因虚致瘀!'()病程长#久病多虚#而出现气

血阴阳之不足#常因气虚无以帅血'血虚脉细行涩'

阴虚血浓而粘'阳虚则血寒而凝'而引起血行迟滞#

瘀血内阻% 而瘀血一旦形成#又可作为新的致病因

素#进一步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脏器功能衰败#精血

消烁#百症皆出#此为因瘀致虚% 最终虚实夹杂#在

虚的基础上#形成瘀$水$痰毒互结%

$,+!久病则瘀!本病病程长久#缠绵难愈#病久入

络#气血瘀滞#清代叶天士就明确指出&-初起有气

结于经#久则血伤入络.%

"!活血化瘀法对'()的治疗意义

",$!活血破瘀软坚!这是活血化瘀之剂最直接功

效% 药如水红花子#+滇南本草,谓其&-破血#//

消年深坚积.% 三棱#+开宝本草,谓-主老癖瘕结

块.% 郁金#+本草备要,谓其-行气$解郁$泄血$破

瘀.#都针对肝脾血瘀出现的积聚$瘕之主症% 同

时#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一些活血化瘀药如丹参$当

归$赤芍等有活跃肝内微循环#增加疏通胆管$降低

门脉压$抑制纤维增生的作用(&)

%

","!活血能行气!由于气血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

互为用的关系#故应用活血化瘀之剂疏通血运#有利

于气机通畅#而气机通畅又有利于行血'另外#一些

活血剂又兼有行气之功#如川芎$郁金为血中之气

药#既能活血又能行气#三棱为血中之气药#莪术为

气中之血药#二者配伍既活血又行气%

",-!活血能利水!由于水血相互为患#存在着相互

倚伏#相互维系的特点#因此活血有利于利水% 唐容

川指出-但去瘀血#则痰水自消%.吴圣农(#)指出化

瘀是利水之关键% 同时一些活血之剂也兼有利水作

用#如泽兰#+本草经疏,谓其-主大腹水肿#身面四

肢浮肿#骨节中水气.% 此外水红花子#益母草皆能

活血利水#为治肝硬化腹水之主药%

",%!活血能解毒!由于病机上存在毒能生瘀#瘀能

生毒#故活血有利于解毒#解毒有利于活血% 而一些

活血化瘀药物既能活血又能解毒#如虎杖#+别录,

谓其能-破留血结.'+日华子本草,谓其能-破风

毒结气.%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虎杖对 'AB@CD)的

复制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活血能补益!中医认为-瘀血不去#新血不

生.#因此祛除瘀血#有利于生血% 同时瘀血祛#气

血通畅#有利于正气抗邪#起到间接补益作用% 最具

代表的是丹参#古人云-一味丹参饮#功同四物汤.#

起到活血化瘀而又有补血作用% 又如当归#+本草

纲目,谓其-和血补血.% 牛膝#既活血而又补肝肾%

-!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活血化瘀之剂或苦寒$或辛燥#走血分#易

耗伤正气#特别是一些破血软坚之剂更易克伐正气#

故用量要适中#不可偏执于活血% 同时要注意保护

正气#可配伍健脾益气之剂#如黄芪$党参$白术等%

实验证实#补益药物能有效增强免疫功能#对肝脏有

保护保用(:)

%

!""对于 '()早期也需应用活血化瘀之剂%

虽然 '()早期以肝气不疏$肝郁脾虚为主#治疗以

疏肝健脾为主#但临床证实早期既配伍活血化瘀及

清热解毒之剂#能抑制肝硬化的进展#甚至可以达到

临床治愈(-)

%

!-"应用活血化瘀之剂还需配伍利水剂% 由于

'()在病机上存在相互为患的关系#故配伍利水

剂#则有-利水促进活血#活血促进利水.之妙% 临

床也证明活血利水相互配伍有利于肝硬化腹水的消

除(=)

%

!%"适当配伍解毒之剂% 由于 '()多由疫毒$

酒毒所患#且毒能致瘀#不消除毒邪#特别是不抑制

'A8)E的复制#病情不易控制(-)

#而一些解毒类药

物如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连翘等对 'AB@CD)复制

有抑制作用(:)

#有利于控制肝硬化加重及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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