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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特约 江中集团

浅谈胃脘痛!木土并治"

$

!王全兴!!浙江省宁海县中医医院!宁海 "#$%&&"

摘要!胃脘痛乃内科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在胃脘痛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肝气犯胃"肝病及脾"脾虚肝乘是其重要的病因病机#

肝木与脾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故$木土并治%应始终贯穿整个治疗过程&

关键词!胃脘痛'木土并治'木土同病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胃脘痛为临床常见病证之一#现代医学所指的

急$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胃

粘膜脱垂#胃癌#胃神经官能症等病表现上腹部疼痛

为主要症状者#均属于本病范畴% 笔者在多年的临

床实践中对治疗本病有较深的体会#肝气犯胃$肝病

及脾$脾虚肝乘等&木土同病'的现象屡见不鲜#肝

胆之木与脾胃之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

对胃脘痛的治疗应始终以&木土并治'为原则#并贯

穿整个治疗过程之中%

#!"木土同病#是胃脘痛的重要病因病机

胃脘痛是指以上腹胃脘部近心窝处疼痛为主症

的病证% &胃脘痛'之名#最早记载于(内经)#如(灵

枢*邪气脏腑病形)指出+&胃病者#腹胀#胃脘当

心而痛%'并提出胃痛的发生与肝$脾有关#如(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说+&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

痛%'(灵枢*经脉)亦说+&脾#足太阴之脉#,,入腹

属脾络胃#,,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

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还提出寒邪$伤食

致病说#如(素问*举痛论)云+&寒气客于肠胃之间#

膜原之下#血不能散#小络急引#故痛%' (素问*痹

论)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胃脘痛虽与饮食因

素密切相关#但随着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社

会竞争压力加大#情志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

据临床观察#胃脘痛的诱发或加重#多与情志不遂所

致肝郁有关% 笔者认为临床上因肝郁失疏导致胃脘

痛者尤为多见%

从解剖结构上看+脾胃同居中焦#与肝胆相邻-

从五行学说的角度来看肝!胆"木与脾!胃"土关系

密切+胃属土主受纳#肝属木主疏泄#生理上土需木

疏#土得木而达-木赖土荣#木得土而发#即胃的纳腐

功能$中焦脾胃气机升降#均赖肝胆疏泄的帮助#才

能正常完成#(血证论)云+&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

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

肝木升发疏泄#以条达为顺#恶抑郁及劫夺% 脾属

土#当生化万物#以健运为贵% 二者相互协调维持着

人体脏腑之间的平衡% 肝以血为体#以气为用#肝血

充盈#才能保证肝胆疏泄功能正常#而肝血则有赖脾

胃水谷精微的化生#由于生理上肝胃功能联系密切#

所以病理上必然会相互影响% &气血冲和百病不

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肝胃之气#本又相和#一

脏不和#两脏皆病'#&肝脏厥气乘胃入膈'% 木克土

是五行之常理#若情志不遂#肝失疏泄#可致胃呆滞

不化#胃气壅滞-若饮食不节#伤胃致虚#则肝木易横

逆犯胃#可见肝胆失疏#不论虚实#必横逆克犯脾胃#

导致肝胃不和#胃腑气机不通而发病作痛#故叶天士

云+&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上述说明肝胆

与脾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病理联系#&木土同病'

是胃脘痛重要的病因病机%

(!"木土同病#所致胃脘痛的辨证特点

在胃脘痛疾病中#木土同病贯穿于整个进展过

程#往往表现为肝气犯胃$肝病及脾$脾虚肝乘等#其

病变性质属本虚标实#临床上多虚实兼夹之证#其

&虚'表现为脾胃的虚损#其&实'则多为肝气横逆犯

及脾土#或抑郁不疏脾土等#除常见脾胃症状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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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具备肝胆之病的共同特征%

肝藏血而主疏泄#脾生血统血而司运化#肝与脾

之间主要是疏泄与运化的关系#肝脾关系失调表现

在消化吸收方面有木旺乘土和土壅木郁两种不同的

病理表现% 木旺乘土包括肝脾不调和肝胃不和% 脾

胃之消化吸收#赖肝之疏泄调畅% 肝失疏泄#横逆犯

脾#导致脾气虚弱#运化功能失调#谓之肝脾不调%

临床上#既有胸胁胀满$精神抑郁或急躁易怒等肝失

条达的表现#又有纳呆$腹胀$便溏等脾失健运之症

状% 肝失疏泄#横逆克胃#导致胃失和降#气机上逆#

称之为肝胃不和#临床上除肝失疏泄的表现外#又有

胃脘胀痛$呃逆$嗳气等症状% 土壅木郁#脾失健运#

水湿内停-外湿浸渍#困遏脾阳-湿郁蕴热#湿热郁

蒸#致使肝胆疏泄不利#胆汁外溢#发为黄疸#出现身

黄$目黄$小便黄等% 此外#脾气虚弱可致肝失疏泄#

甚则动风#称之为脾虚生风% 此为脾虚肝乘#与肝木

乘脾的发病机制不同% 所以在治疗上#前者当疏肝

理脾#土中达木-后者应补脾舒肝#培土抑木% 叶天

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言+&醒胃必先制肝#培土

必先制木' $&治肝可以安胃'% 所以治疗胃脘痛以

疏通为要#以木土并治为基本原则%

"!"木土并治#在胃脘痛中的临证应用

胃脘痛有寒热虚实之偏#食积气滞血瘀之别#应

辨证治之#在临证时与相应的治法结合运用#如治木

可用伐肝$抑肝$疏肝$平肝$泄肝$清肝$柔肝$养肝

等法#治土亦可有健脾$补脾$益脾之分%

")#!疏肝健脾以调气机!适用于肝郁气滞#肝脾不

和#表现为气滞为主之胃痛% 常以胃脘胀痛#攻撑连

胁#胸闷嗳气#善太息#脉弦#遇忧或怒发作或加重为

辨证要点% 在该类胃脘痛中#调理气机是重要的一

环#也是疾病向愈的关键% 故治以疏肝健脾#调畅气

机#以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汤加减% 柴胡疏肝散疏

肝行气$和血止痛#四君子汤甘温益气#健脾养胃#两

方合用使肝气条达#疏泄正常#气机畅达#则五脏安

和#六腑通畅#脾健胃和#运化有权#并且健脾和胃还

可实土以御木侮% 可酌加香附$佛手$苏梗$玫瑰花

加强疏木和中之力% 若见呃逆$嗳气频作#胸脘痞

满#加用煅赭石$沉香以降逆下气-气壅于中#或上或

下#胀偏膈上者#加用枳实下气消滞#取实之降也-胀

偏膈下#取较缓之枳壳理气宽中-胀在大腹者#取苦

温之厚朴下气除满#脘痛较剧时合用金铃子散以行

气解郁#胃安痛除#即(景岳全书)曰+&无形者痛在

气分# 但宜顺气#气顺则痛自愈%'

")(!清肝柔肝以和胃气!适用于郁怒伤肝#肝郁生

热#横逆乘胃#致胃热气滞#肝胃郁热#气机不通之胃

痛% 常以胃脘灼痛#泛酸#口干苦#心烦易怒#脉弦数

为辨证要点% 若肝胃有热不清#则胃气无以下降#气

滞不理#则胃气不通% 故治以清肝柔肝#理气和胃#

以左金丸合芍药甘草汤加减% 左金丸降火解郁#清

胃中蕴热#芍药甘草汤舒肝和中止痛#可加忍冬藤$

蒲公英以强加清热之力#使热清津还#胃得和降#则

胃痛吐酸等自愈% 另可选性偏凉之绿梅花$代代花$

八月札$川楝子等理气之品#寓(内经) &火郁发之'

之义%

")"!清胆和胃以化痰湿!适用于胆气郁结#疏泄失

利#横逆犯胃#胆胃不和之胃痛% 常以胃气不和#湿

浊中蕴为特点#症见脘腹胀满或持续钝痛#胃脘灼

热#嗳气吞酸#恶心呕吐#口苦纳呆#或见咽部梅核

气#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数% (张氏医通)认为+&邪

在胆经#木善上乘胃#吐则逆而胆汁上溢#所以呕苦

也%'故治以调和胆胃#清化痰湿#以温胆肠加减%

诚如(名医方论)所引罗东逸所云+&方中以竹茹清

胃脘之阳#而臣以甘草$生姜#调胃以安其正#佐以二

陈#下以枳实#除三焦之痰壅#以茯苓平渗#致中焦之

清气#且以驱邪#且以养正#三焦平而少阳平#三焦正

而少阳正#胆家有不清宁而和者乎.'

"),!柔肝健脾以养气血!适用于脾胃气虚$肝木乘

之之胃痛% 常以脘痛喜按#神疲乏力#舌淡$苔白$脉

虚弱为辨证要点% 故治以益气健脾#以四君子汤加

减% 四君子汤为治疗脾胃气虚的基础方% 可加扁

豆$陈皮健脾和胃#配白芍$浮小麦柔肝和胃#加苏

梗$佛手$绿梅花$玫瑰花等芳香理气之品#既能疏

肝#又免呆补脾胃之弊%

")$!清肝泻火以养胃阴!适用于肝郁日久#化火伤

阴#横逆客胃#劫烁胃阴#致胃失濡养#胃阴不足#胃

气涩滞不通之胃痛% 症见胃痛隐隐#无止无休#间或

痛如灼#伴咽干口燥#嗳气便干#舌红少津或剥苔少

苔#舌面有小裂纹#脉小弦或细数为辨证要点% (内

经)云+&燥者濡之%'治疗若不柔肝#则不能涵养其

横逆之气-不养阴#则难复胃降之和% 故治以清肝泻

火#以一贯煎或益胃汤加味以疏肝养阴#和胃止痛#

酌配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缓急止痛#加甘麦大枣汤

养阴血以柔肝和胃%

")%!行气温中以散胃寒!适用于肝郁胃寒而致胃

脘冷痛% 寒凝气滞#胃痛暴作#疼痛剧烈#遇寒痛增#

经久不愈#得食则痛减#痛时喜按#多食则脘腹痞胀#

泛吐清水#畏寒肢冷#大便溏薄#舌质淡$苔薄白#脉

弦紧或脘痛喜温喜按#畏寒肢冷#舌质淡$苔白腻#脉

沉弱无力% 治以温中散寒#行气止痛#以理中汤加

味% 寒为阴邪#其性凝滞#阳气被遏#气机阻滞#在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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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散寒中参以调气之品#寒散气行#气机调畅#胃痛

自安% 宜选用性偏温之疏肝理气药#如玫瑰花$娑罗

子$佛手$木香$陈皮#泛酸者加乌贼骨$瓦楞子抑酸

和胃%

")-!疏肝行气以化瘀血!适用于肝郁日久#血脉不

和#气滞血郁致瘀血阻胃之胃痛% 常以胃痛屡发#痛

如针刺#痛有定处#痛时拒按#络脉损伤#或见黑便#

舌质紫$有瘀斑#脉细涩为辨证要点% 治以健脾疏

肝#行气活血#化瘀通络#以四逆散合失笑散加减%

可酌加当归$赤芍$白芍$制乳香$制没药$丹参$延胡

索$参三七$白及粉$生山楂等% 本证由气入血#在活

血化瘀时应注意气与血的关系% 立法用药时#注意

行气活血与理气和胃药物的应用% (临证指南医案

*胃脘痛)有言+&初病在经#久痛入络#以经主气#络

主血#则可知其治气治血之当然也%'

").!健脾行气以消积滞!适用于因饮食不节#暴饮

暴食#以致饮食停积于胃#气机阻滞#浊气上逆之胃

痛% 以厌食乏味#食则痛剧#嗳腐吞酸#呕吐食物#大

便秘结或泄泻臭如败卵#舌苔厚腻#脉滑为辨证要

点% 治以行气健脾#消导和中#以保和丸加减#可酌

加藿香$佩兰$厚朴$枳实$广木香$鸡内金$谷麦芽

等% 因食积于中#壅阻气机#在消食导滞的同时参入

行气和中之品#使气行则食积易消#腐浊之气下降#

胃气调和#痛则止也%

,!胃脘痛"木土并治#的施治体会

笔者在临床中发现胃脘痛患者中大部分伴有抑

郁$焦虑$失眠$多梦等精神症状#此乃情志不遂$肝

气郁结所致#肝气最易克脾犯胃#导致中焦气机不

利#升降失常#出现腹胀$腹痛$嗳气$恶心$呕吐等症

状#加之此类患者常反复发病#所以肝郁脾虚是该病

的主要病理基础% 现代医学亦认为#人精神过度紧

张#可使大脑皮层受到抑制#以致胃的神经反射性调

节能力减弱#对胃的保护功能降低#胃黏膜容易发生

炎症性变化% 对慢性胃炎人格特征的量化研究提

示#这些不良情绪主要有严谨$保守$忧郁$紧张$顺

从$依赖#有焦虑倾向$非内向个性等特征% 肝郁气

滞则大脑皮质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进而导致胃肠

平滑肌功能紊乱#发生&肝木乘土'和&木不疏土'等

病证%

不论胃脘痛何证#治疗时必须注意胃腑的通和

特性#即治肝顾胃#肝胃同治#同时还应注意肝与胃

患病先后主次#有所选择和侧重% 如治肝不应#当取

阳明-治胃不效#思从肝治% 若肝先病#肝气有余及

胃#胃受其伐#所谓木旺乘土者#宜抑肝为主#和胃为

辅-若胃先病#胃虚肝气横逆#所谓土虚木贼者#宜扶

胃为主#抑肝为辅#总之要使肝舒胃和#气机通利#痛

随利解% 疏肝理气之品多香燥#易耗气伤阴液#应予

注意#如(柳选四家医案)曰+&肝胃气痛,,宜理气

疏郁#取辛通而不耗液者为当'% 所以#治胃脘痛时

药量宜轻#性宜平#味宜甘#慎用香燥辛辣$破气攻

下$苦寒滋腻之品%

胃腑每日承受三餐#无休养生息之暇#病情易反

复缠绵#治疗时要指导患者坚持药治$食疗$食养相

结合#保持心情舒畅#睡眠充足#使气血通畅平和#脾

胃纳运顺畅#胆气清宁#从而减少或防止肝气对胃的

克伐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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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栏征稿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双月刊)已全面改版#以下重点栏目面向全国征稿!

!

理论研究!对中医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论述& 讨论专题有!中医水理论研究"火理论研究"体

质学说研究"梦理论研究"病证理论研究&

!

百家争鸣!旨在打破中医学术界的沉闷局面#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争鸣& 争

鸣要求坚持良好的学术道德#敢说真话#敢亮观点& 争鸣的主要内容有!中医教育反思"中医科研走向"

中医发展前景"中西医结合前景"新时期中医的生存模式等&

!

中医文化研究!主要反映中医与古代哲学"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文化形态的研究成果

以及五运六气研究"生命学说研究的最新动态&

!

道教医学研究!包括道教医药文献研究"道教医药人物研究"道教医药史研究"道教医学理论研

究"道教医学方药研究"道教医学养生研究等#要求观点正确#不违背国家宗教政策&

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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