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　西　中　医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１年８月第４２卷第８期

Ａｕｇ．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２Ｎｏ．８

·名中医经验·

毛德文教授运用“调肝理脾”法治疗慢性肝病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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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肝病进展缓慢，常常得不到患者足够的重视而造成复杂的病情甚至发展为肝衰竭。而肝、脾二脏在

中医的生理、病理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现代医学研究当中亦被证明二者息息相关。毛德文教授在 长 期 诊 治 肝

病的过程当中，强调了慢性肝病作为肝病的早期发展阶段更应尽早干预。他认为肝脾不和与慢性肝病关系密切，慢

性肝病的核心病机是肝脾功能失调，其基本治疗原则为调和肝脾。而调肝理脾法属于中医治疗八大法之“和 法”的

范畴，其指导下的“培土涵木法”与“抑木扶土法”用于治疗慢性肝病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本文试从调肝 理 脾 的

理论基础及临床应用两大方面介绍毛德文教授治疗慢性肝病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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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肝病是多种病程较长、易反复发作、迁延不愈

的肝脏疾病的总称，如酒精性肝病、慢性病毒性肝炎、
肝硬化等。中医古籍中虽无慢性肝病这一病名，观其

临床证候特点，当 属 祖 国 传 统 医 学“胁 痛”“鼓 胀”“黄

疸”等范畴。若慢性肝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肝脏功能

进一步紊乱，肝脏组织受到持续性损害，最终易发展成

为以黄疸、凝血功能障碍、肝肾综合征、肝性脑病、腹水

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肝衰竭［１］。毛德文教授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优秀专家、广西名中医，从事中医药防治肝病

的临床、基础研究已有２８年余，首创肝衰竭发病机制

的“毒邪病因”学说 沿 用 至 今［２－３］。基 于 我 国 肝 衰 竭 患

者多有慢性肝病的基础之上，毛德文教授强调了防治

慢性肝病的重要意义，认为肝脾失调是慢性肝病的关

键病机。因此，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毛德文教授运

用“调肝理 脾 法”治 疗 慢 性 肝 病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临 床 经

验，现将其总结如下。

１　“调肝理脾法”的古籍理论与现代研究

１．１　古籍理论　中医古籍记载 着 肝 的 生 理 功 能 主 要

是“肝藏血”“司疏泄”。延伸至今，肝以藏血为物质基

础而发挥出疏泄的功能与西医所讲的解毒滤毒之“人

体化工厂”相吻合。而《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

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

２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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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４］。古籍载 录 中

“运化水谷”是脾胃的生理功能，即现代所讲消化食物、
吸收营养的作用。而肝脾二脏在生理上息息相关，肝

的疏泄有度依赖于脾所输布的水谷精微滋养；脾气健

旺，运化正常，血运其道，则肝血充足，如张锡纯《医学

衷中参西录》载“盖肝之系下连气海，兼有相火寄生其

中……为其寄生相火也，可借火生土，脾胃之饮食更赖

之熟腐。故曰肝与脾相助为理之脏也”［５］。在病理上，
肝脾病变亦相互影响。肝疏泄失常，气机运行不畅，则
脾失健运；脾失健运，则土侮木郁，进而影响肝疏泄功

能。如此相互作用，则可见临床中各种肝脾失调之证，
就如《素问悬解·本病论》所言“五脏相通，移皆有次，
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４］。

１．２　现代研究　现代研究表明，正常肠道菌群参与人

体中多种生理功能，如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等，这与中

医脾胃的运化水谷功能相同。而研究进一步发现，肠

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通过淋巴、血液系统进入多个器

官并影响其功能，与多种疾病有关，如肠易激综合征、
糖尿病、癌症、炎症性肠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自闭症和

肝脏疾病等［６］。肠道菌群组成在肝硬化等慢性肝病及

肝癌发生过程中发生了显著变化［７］，各类肝病患者大

多存在肠道菌群失调问题，并且菌群失调程度与肝病

严重程度呈密切相关性［８］。而在肠道菌群介导的肝脏

疾病方面，调肝理脾法能够有效治疗慢性肝病，这与肠

道菌群代谢 等 方 面 密 切 相 关［９－１０］。既 往 研 究 中，调 肝

理脾法治疗慢性肝病被证实可改善肝功、减轻肝脏损

伤等作用［１１－１２］。现代医学认为，慢性肝病可演变为肝

硬化甚至肝癌，继则出现脾肿大、脾功能亢进、贫血等

改变，甚则门脉高压破裂导致消化道大出血［１３］。在慢

性肝病的持续发展过程当中，肝脏功能严重失调，若不

调理脾胃运化之功能，减少肠道有害物质如氨的产生

和吸收，则可能会出现肝性脑病［１４］。近年来也有医者

将调肝理脾法运用于治疗慢性肝病过程当中，并且能

够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１５－１７］。

２　临床经验

２．１　培土涵木 法　肝 为 阳 脏，主 升 主 动。因 此，肝 病

以肝阳生发太 过 为 常 见，治 则 亦 以“疏 肝”“平 肝”“清

肝”等为 要。但 临 床 用 药 一 味“疏 肝”易 伤 肝 阴，单 纯

“平肝”“清肝”之法又易伐伤肝阳。而在五行生化克制

上，脾土生肺金，肺金旺盛而能克制肝木过度生发，清

肝之热。因此，毛德文教授提倡“培土涵木”之法以健

脾清肝。在慢性肝病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的过程

中，肝、脾二脏功能失调是主要原因，痰、湿、热、郁、瘀、
毒是其主要病理因素———这与现代医学所说的持续性

病毒感染和 肝 细 胞 炎 症 相 印 证［１８］。因 此 清 肝 胆 湿 热

是业界治疗共识。肝胆湿热是慢性肝病的主要证型，
其主要病机 为 疫 毒 之 邪 侵 袭 肝 脏，肝 失 疏 泄，气 机 不

畅，肝气横逆脾土，致使脾失健运，则水湿不化，郁而化

热表现为口干口苦、胁肋胀痛、乏力、黄疸、大便秽臭或

干结、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数或弦滑数。毛德文教授

认为，慢性肝病的湿热证虽然以肝胆经的表现为主，但
究其湿热之源在中焦脾胃，肝胆脾胃同处中焦，脾胃主

运化，升清降浊，脾失健运，湿热内生，滞于肝经而见肝

胆、脾胃湿热；肝脾同病，脾热为本，肝热为标，在此认

识上，毛德文教授运用黄连温胆汤治疗肝胆湿热的慢

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黄疸等慢性肝病患者，
取其培土健脾、利湿清热、清肝涵木之意。方中黄连清

热燥湿，半夏辛温而燥，化湿祛痰；陈皮理气以除痞，夏
陈同用，则可气顺而痰消。五行理论认为肝胆湿热易

扰心神，故慢性肝病湿热蕴结患者多见夜寐不安，而茯

神入心经、兼入肝经，有宁心、安神之效，同时还有护肝

之功［１９］，与清心火的黄连合用，共奏清热安神之功，暗

合化裁为黄连温胆汤的前方温胆汤治“大病后虚烦不

得眠”的要旨。竹茹清热化痰，枳实行气破滞，生姜和

胃，炙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全方配伍要旨：健脾利

湿，清热化痰，以清肝热，达到“培土涵木”之功。临床

研究表明，黄连温胆汤能够改善肝胆湿热型慢性乙型

肝炎、肝纤维化患者的中医证候，减轻其免疫反应，显

著降低Ｔｈ１７细胞和ＩＬ－１７水平，抑制机体炎症反应，从
而减少肝细胞 损 伤，促 进 肝 功 能 的 恢 复［２０］，降 低 发 展

成肝癌的风险［２１］。

２．２　抑木扶土法　在治疗慢性肝病的过程中，同时补

益脾胃，使得脾气健旺而不受肝脏邪气来犯，体现了未

病先防的思想。毛德文教授认为，慢性肝病病位在肝，
与脾胃联系 密 切，肝 郁 脾 虚 亦 是 临 床 常 见 证 型 之 一。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指出：“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
病生焉”［４］。由于病毒、酒食邪气侵犯，引起肝气郁结

不畅，郁怒伤肝，肝失调达，横乘脾土，继而肝病及脾，
同时病程反复致脾气耗损；或因饮食、作息改变，或湿

热入里，阻碍脾胃，脾失健运，湿困脾土，脾胃侮肝胆，
使得肝疏 泄 失 常。故 立 疏 肝 理 气、健 脾 化 湿 之 治 法。
基础方选用柴芍六君汤，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柴芍六君

汤可改善肝郁脾虚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症状与

肝功能［２２］。方中柴胡苦平，入肝胆经，泄少阳之邪，且

能疏气机之郁，使少阳半表之邪得以疏散；重用白芍养

血柔肝、缓急 止 痛；党 参 甘 温 益 气，健 脾 养 胃；白 术 苦

温，健脾燥湿，加强益气助运之力佐以甘淡茯苓，健脾

渗湿，与茯神、白术相配，使健脾之功益著。因慢性肝

病患者多见肝郁，思虑过多，夜寐欠佳，影响肝功能恢

复，茯神有宁心、安神之效，能改善睡眠，促进肝功能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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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１９］，故以 茯 神 易 茯 苓。半 夏、陈 皮 同 用，燥 湿 且 理

气，使气顺而痰消；炙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诸药配

伍，疏肝理气、健脾化湿 以 “抑 木 补 土”。而 现 代 研 究

证实柴芍六君汤有助于改善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证

患者的中 医 证 候，对 肝 功 能 指 标 ＡＳＴ、ＡＬＴ、ＴＢＩＬ、

ＧＧＴ和肝纤维化指标 ＨＡ、ＰＣⅢ、Ⅳ－Ｃ、ＬＮ有明显改

善作用；其中，Ｔｒｅｇ／Ｔｈ１７比值监测可评估乙肝患者病

情及预后［２３］，相 关 研 究 表 明，柴 芍 六 君 汤 可 能 通 过 调

节Ｔｒｅｇ／Ｔｈ１７比率，改 善 慢 性 乙 型 肝 炎 患 者 的 免 疫 网

络平衡［２４］。

３　典型病例

患者韦某，男，５４岁，有“慢 性 乙 型 肝 炎”病 史，未

进行系统性治疗。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因“肝区疼痛２月”就

诊。症见：肝区隐痛、胀痛，胃纳不佳，气短乏力，舌质

淡红，苔薄白，脉细弦。乙肝两对半显示 ＨＢｅＡｇ阴性

的慢性乙型肝炎，ＨＢＶ－ＤＮＡ：２．５８×１０６　ＩＵ／ｍｌ，肝功

能：ＡＬＴ：６２Ｕ／Ｌ，ＡＳＴ：５７Ｕ／Ｌ，ＡＬＢ正常，肝胆脾胰

Ｂ超示：肝包膜平整，脾脏大小正常。西医予恩替卡韦

抗病毒治疗；中医辨证属肝郁脾虚，治疗法则当抑木补

土。方用柴芍六君汤加减，处方：柴胡、党参、白术、三

七各１０ｇ，白芍３０ｇ，茯苓、南山楂各１５ｇ，木香、薄荷、
干姜、鸡内金、炙甘草各５ｇ，砂仁３ｇ。以上方为基础

方，随证加减，半月后乏力、气短、肝区隐痛等症状可逐

渐缓解。
患者周 某，男，５０岁，有２０余 年 饮 酒 史，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因“腹胀２周”就诊。曾在当地医院进行护肝、利

尿、抗感染治疗，上症未见缓解，现症见：腹胀大如鼓、
乏力、纳 差，胃 脘 隐 痛，小 便 量 少，舌 质 红，苔 黄 腻，脉

滑。查感染四项提示：ＨＢｓＡｇ、ＨＣＶ－Ａｂ均为阴性，肝

功能：ＡＬＴ：９２Ｕ／Ｌ，ＡＳＴ：５４Ｕ／Ｌ、ＡＬＢ：２２ｇ／Ｌ，肝

胆脾胰Ｂ超示：肝硬化、脾大、腹腔大量积液。中医辨

证属脾虚失运，水湿不化，郁而化热，治疗当利湿清热，
行气利水。方用黄连温胆汤合柴胡疏肝散加减，处方：
黄连、半夏、枳 实、生 姜、柴 胡、炙 甘 草 各５ｇ，陈 皮、川

芎、枳壳各１０ｇ，茯 神３０ｇ，竹 茹、泽 泻、香 附 各１５ｇ。
以上方药为基础方，１周后尿量增多，腹胀、双下肢 水

肿减轻，胃纳正常，此后每周处方随证加减。住院３周

后出院，出院后坚持戒酒，每半月复诊，方药随证加减，

３个月 后 复 诊 无 腹 胀，无 双 下 肢 水 肿，复 查 肝 功 能：

ＡＬＴ：４２Ｕ／Ｌ，ＡＳＴ：３７Ｕ／Ｌ，ＡＬＢ：３８．６ｇ／Ｌ，肝胆脾

胰Ｂ超示：腹腔未探及积液。

４　小　结

医生及早对慢性肝病进行临床干预，能有效的降

低重症肝炎的发病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中医药

防治肝病的历史长达千年之久，其中“见肝之病，知肝

传脾”是中医治病的重要思想，现代医学研究已有充分

的证据说明肝脾二脏在生理功能上相辅相成，相互制

约，而在病理上更是相互影响。毛德文教授在前人的

理论与现代的研究基础之上，认为慢性肝病的核心病

机是肝脾功能失调，调肝理脾是其基本治疗原则。而

抑木扶土和培土涵木是调理肝脾的主要大法，临床应

用时要准确辨证，辨别是肝木偏盛还是脾土偏虚，肝木

旺者注意培 土 以 涵 木，脾 土 弱 者 则 治 宜 抑 木 而 扶 土。
灵活运用抑木扶土和培土涵木两法，方能调肝脾而和

中焦，深谙慢性肝病辨证施治之精髓而奏奇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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