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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彼亦轻的密切关系。进一步比较两组的西北燥

证积分，不难发现，除肺心脾风火燥证外，其余各

证型慢性胃炎患者西北燥证的罹患程度均明显高

于正常人群。西北燥证6类证候（1个主证和5个兼

证）中，除主证（肺卫孔窍皮肤燥证）及肺心脾风火

燥证为外燥所致，其余病因均为内燥，说明慢性胃

炎患者西北燥证的罹患程度与内燥关系更为密

切，这就为新疆慢性胃炎发生发展的病因病机提

供了线索。
其次，通过对慢性胃炎燥证组与非燥证组的西

医病情积分和中医证型进行比较获知，西北燥证对

慢性胃炎患者的病情影响，无论从西医还是中医评

价，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即除中医的瘀阻胃络证，慢

性胃炎兼见西北燥证患者西医和其它中医病情都

重于仅有慢性胃炎而无西北燥证患者，而且慢性胃

炎患者的西医病情与西北燥证各证型关系密切，突

出表现于脾胃阴虚证。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新疆慢性

胃炎与西北燥证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为新疆慢性胃

炎的防治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新疆慢性胃炎不仅与西北燥证密切

相关，而且与其它新疆多发疾病一样，属于以西北

燥证为共同病症状态的疾病。根据异病同治理论，

着眼于西北燥证的防治，探讨新疆慢性胃炎以及相

应亚健康状态的普适性防治方案，对于提高新疆各

族居民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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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桂（1667~1746），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

人，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三
焦辨证、清养胃阴说、阳化内风说和久病治络法等。
毕生从事临床，亲笔著述甚少。其所传于世者，均为

其门人、后裔或私淑者纂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年8月出版的《叶天士医学全书》（包括《临证指

南医案》、《幼科要略》、《温热论》、《种福堂公选医

案》、《种福堂公选良方》、《类证普济本事方释义》、
《叶氏医案存真》、《叶天士医案》、《叶氏医效秘传》、
《景岳全书发挥》、《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眉寿堂

方案选存》、《未刻本叶天士医案》等）是其门人根据

其口述荟萃编辑而成。《叶天士医学全书》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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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搜集、整理、分析《叶天士医学全书》治疗消渴病内服方药的性能，探讨叶天士治疗消渴病

的遣方用药规律。方法：收集《叶天士医学全书》治疗消渴内服方剂，运用方剂计量学方法，对其用药范围、性味、归
经和功能等指标加以统计分析，从而揭示其用药特色和规律。结果：叶天士治疗消渴常用药以频次大小前12味药依

次为甘草、麦门冬、人参、山药、山茱萸、茯苓、生地黄、熟地黄、知母、附子、桂枝、石膏等；使用最多为补益药，其次为

清热药；入脾胃和肺经药物最多；药味多为甘、苦，药性以寒为主。结论：叶天士治疗消渴病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

其用药规律是：滋阴为本、借重甘味，清肺运脾、助肾气化，泻火致津、肃清阳明。
关键词 叶天士；消渴病；用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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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现了叶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具有较高的

学术价值。
方剂计量学是周铭心教授提出的以方剂为资

料依据、以计量学为基本方法的中医研究领域。该

项研究从数理统计学和文献计量学角度探讨方剂

组成和临床运用规律，其主要任务是对方剂的用药

范围，组成配伍等特征加以计量描述，在此基础上

开展方剂运用、方剂比较和方剂流派的计量分析[1]。
在方剂剂量学研究中，已经对方药运用规律 [2-3]、中
医文献学[4-5]、辨证论治策略[6-7]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

索，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在研究过程中构建了方剂

计量学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周铭心等医家[8，11]在方

药运用规律计量分析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尝试，已取

得了丰富的成果。
本文采用周铭心[12]教授创立的方剂计量学的方

法，分析《叶天士医学全书》中消渴病的方药运用情

况，总结叶天士的用药经验，其能对当前治疗消渴

病提供参考和借鉴。兹将统计分析内容及结论分述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叶天

士医学全书》为材料，搜集叶氏治疗消渴病方药。
1．2 方剂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1）选择叶天士治疗消渴病的内服方剂；2）排除

带有明显迷信色彩不切实际的方药。
1．3 中药名称及性味、归经的规范方法

对文献中同一味中药但是采用了不同的名称

者，依照《中国药典》及《中药大辞典》予以规范。所

有药物的性味、归经的确定均依据《中国药典》所

载，若《中国药典》尚未收录则参考《中药大辞典》进

行规范。统计发作期、缓解期不同归经所属药物的

使用频次，以每一经出现一次为一个统计单位，凡

一药归数经者分别统计之；同时，分别统计它们的

性味。
1．4 统计处理与分析

资料经逻辑核对之后，将数据输入电脑，建立

EXCEL表格，对药物各项指标进行分析统计。
2 结果

通过对消渴病的药物使用范围进行频数分析，

从而推断出高频次的药物在用药频次、功效、气味、
归经的主导趋势。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掌握消渴

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原则提供依据。
用药频次较高的药物依次为甘草、麦门冬、人

参、山药、山茱萸、茯苓、生地黄、熟地、知母、附子、
桂枝、石膏、五味子、泽泻、白芍。见表1。使用频次3
次的药物有肉桂、丹皮、天花粉、牡蛎、麻黄、枸杞

子、石斛、阿胶、黄芪等，当归只出现1次。
表 1 叶天士治疗消渴病用药频次统计

药物 排序 频次／频率（%） 药物 排序 频次／频率（%）

甘草 1 13/7．39 知母 9 6 /3．41
麦门冬 2 10/5．68 附子 10 5/2．84
人参 3 9/5．11 桂枝 11 5/2．84
山药 4 9/5．11 石膏 12 4/2．27

茯苓 6 8/4．55 当归 58 1/0．57
生地黄 7 7/3．98

合计 176/100
熟地黄 8 7/3．98

山茱萸 5 8/4．55 …… …………

叶天士治疗消渴方药的功效分类情况，见表2。
三十首处方，共用药58味，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补益

药，包括甘草、麦门冬、人参、山药、熟地黄、白芍等，

共18味，占31．03％，频次76次，占总频次的43．18％。
其次是清热药，用药生地黄、知母、石膏、天花粉、丹
皮、黄芩等，共8味，27次。再次是解表药5味，14次。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桂枝。而利湿药的茯苓、泽泻，收

涩药的山茱萸、五味子也较为常用。见表1、2。
表 2 叶天士治疗消渴病方药功效归类统计

功效 味数/濒率（%） 频次/频率（%） 功效 味数／频率（%） 频次/频率（%）

补益药 18／31.03 76／43.18 利湿药 3/5.17 13/7.39
清热药 8/13.79 27/15.34 泻下药 2/3.45 2/1.14
化痰药 6/10.34 7/3.98 安神药 2/3.45 3/1.70
解表药 5/8.62 14/7.95 其他药 7/12.08 10/5.68
温里药 4/6.90 11/6.25
收涩药 3/5.17 13/7.39

合计 58/100 176/100

统计叶天士治疗消渴病方药的四气和五味归

类情况见表3。从四气看，使用最多的是寒性药物，

其次是平性药物；就五味看，使用最多的是甘味药，

其次是苦味药。
表 3 叶天士治疗消渴病方药四气五味归类统计

四气 味数/濒率（%） 频次/频率（%） 五味 味数／频率（%） 频次/频率（%）

寒 23/39.66 63／35.80 酸 6/6.67 21/7.87
热 3/5.17 10/5.68 苦 25/27.78 66/24.72
温 15/25.86 42/23.86 甘 35/38.89 133/49.81
凉 4/6.90 6/3.41 辛 19/21.11 40/14.98
平 13/22.41 55/31.25

合计 58/100 176/100
咸 5/5.56 7/2.62

合计 90/100 26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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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为叶天士治疗消渴病方药归经情况统计，

从中可见，归入脾、胃经的药物最多，其次是肺、大
肠经和肾、膀胱经。入脾、胃经的药物占总用药的

27．03％，入肺、大肠经的占23．08％，入肾、膀胱经的

占21．00％，而没有使用入心包、三焦经的药物。
表 4 叶天士治疗消渴病方药归经情况统计

归经 味数/濒率（%） 频次/频率（%）

肝经、胆经 21／14．19 58／12．06
肺经、大肠经 38／25．68 111／23．08
心经、小肠经 21／14．19 81／16．83
脾经、胃经 39／26．35 130／27．03
肾经、膀胱经 29／19．59 101／21．00
合计 148／100 481／100

3 讨论

3．1 滋阴为本，借重甘味

《内经》治疗消渴病，主张禁食膏粱厚味和燥热

伤津之品。如《素问·腹中论》谓：“数言热中、消中，

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并指出可用性味甘寒能

生津止渴的兰草治疗。叶天士治疗消渴病遵循前人

滋阴清热的基本法则，提强调“肝为刚脏，非柔润不

能调和”、“胃喜柔润，非阴柔不肯协合”，本文统计

所见，叶氏故用药多选甘濡、甘寒、甘酸、甘咸、甘温

等味，在药性的选择上体现了滋阴固本的用药原

则，并根据辨证作适当配伍。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汤

剂、散剂、丸剂、膏剂等多种剂型的运用，使用药平

正，既无峻猛毒烈之偏，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疗

作用[4]。
3．2 清肺运脾，助肾气化

《金匮要略》：“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

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遂开补肾固元治疗消渴之

先河。后世医家用六味地黄丸为主治消渴病，盖本

于此。明清医家从病因病机的角度论述了治肾的必

要性，在临床实践中多用补肾阴药物。从本次统计

看，叶氏用药以肺、脾、肾三经为主，以甘草、麦冬、
人参、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生熟地黄、知母、附
子、桂枝最为常用，加较为常用的丹皮，则肾气丸全

方药物均已包括。可见，叶氏治疗消渴，用药原则

是：清肺健脾化湿，滋肾固元温阳。其法上尊仲景而

有所拓展，然则已超乎明清拳拳于滋阴莫敢温阳者

之上矣。究其用药宗旨，所用温阳药比例远小于滋

阴，知其温阳非为阳虚，实则为激发命门元阳、助肾

气化而设。
3．3 泻火致津，肃清阳明

《灵枢·五变》曰：“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

逆”，“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其中指出

心、肝经郁火可致消渴；《金匮要略》则以胃热肾虚

为导致消渴主要病机，并提出白虎加人参汤等治疗

方剂。叶氏承前人要旨，强调“五志化火”为消渴主

要病因，并结合临床经验，提出消渴病机是“阴亏阳

亢、津涸热淫”，故而在治疗中较多使用清法。如本

文统计结果显示，叶氏治消渴，清热药在所有功能

归类中居第二位，仅次于补益药。其所用清热药有

生地黄、知母、石膏、天花粉、丹皮、黄芩等，均为清

热泻火佳品，加之使用频次最多的甘草和麦冬亦具

清热作用，且所用诸药，除丹皮、黄芩而外，均能生

津滋液，足见其推重泻火清热而不往生津；再从用

药以归足阳明胃经为主，且其主要药物与白虎汤主

药相合，可以推论，叶氏治消渴之清热，其导向乃泻

火致津，肃清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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