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师行记—甘草泻心汤治唇肿（5月 26 日）

有一个病例，女，56 岁，之前因为 20 年反复的口腔

溃疡经卢思俭老师医治好了之后，这次因为嘴唇红肿又来

请老师医治。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可能潜意识认为就是

一个上嘴唇肿，不算什么大病。老师也因为病号多忙得记

不住脸，三诊了还问人家怎么不舒服。

今天三诊。一诊时的样子我没有见过，二诊见时，其

上唇肿的翘起，红，语声低微，似有不敢张开嘴说话，描

述自己的感觉也是轻轻的说。听她说服药一周后就减轻

了，那时，上唇红肿还是高高的。说是之前肿的厉害的时

候，就像抹了口红。今日三诊，看上去，肿消了 60-70%

的样子了，今日患者看上去轻松些，听她说，口腔溃疡曾

经困扰她 20 年，一直治不好，在老师这治疗好了，这次

唇肿又消肿了呢。她轻轻的语气里遮不住欣喜。

今日三诊，说是能感觉到疼了，原先肿时感觉不到疼，

有时痒一点，听上去能感觉到疼也是一种开心。老师还是

在原先方子上进行加减。

生黄芩 10 克 生黄连 6 克 姜半夏 12 克

干姜 6 克 党参 15 克 大枣 10 克

生甘草 15 克 防风 15 克 生薏米 30 克

土茯苓 30 克 竹叶 6 克 栀子 6 克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半夏泻心汤化裁，可一请教师

兄，说是甘草泻心汤。吓得我直接吐舌头捂脸。两个方剂

组成是一样的，但方中药的量比不一样，治疗侧重点不一

样。这也是中药的奥妙之一吧。

文献资料说：

“半夏泻心汤 出自宋本《伤寒论》149 条：“伤寒

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

汤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

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鞭痛者，此为结胸也，

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

宜半夏泻心汤。”此为柴胡证误下后脾胃虚弱，湿热中阻，

脘腹胀满，以呕为主的痞证。半夏泻心汤为小柴胡汤去柴

胡、生姜，加黄连、干姜。本方以半夏为君，配干姜辛开

温散，降逆止呕，黄芩、黄连苦寒降泻，人参、大枣、甘

草健脾和胃，辛开苦降，共起降逆开结，和中泻热消痞之

功。”

“甘草泻心汤 出自《金匮要略》卷上狐惑阴阳毒病

证治第三，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

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

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喝（一作嗄），

甘草泻心汤主之。



又宋本《伤寒论》158 条：“伤寒中风，医反下之，

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鞭而满，

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

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鞭也，

甘草泻心汤主之。”甘草泻心汤即半夏泻心汤重加炙甘草

(由三两增至四两)而成，主治再次误下，脾胃重虚之痞。”

又说半夏泻心汤治寒热交结之痞;甘草泻心汤治胃虚

气结夹湿之痞。这样看来，该患者之前有 20 年的口腔溃

疡病史，现唇又红肿有湿热，因脾主肌肉，其华在唇，与

胃相表里，考虑脾有湿热，所以治以甘草泻心汤。

中医讲司外揣内，一片小小的嘴唇，中医辩证看到的

是内在脏腑气机失调变化。而同样组成的药方，通过加减

药量，就治不同的症状，这其中的变化奥妙，灵活运化，

没有深厚的功夫，如何在两三分钟里贯通的了啊。

这世上哪有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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