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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本病一般起病缓慢，多反复发作，时作时止，部分患者为急性起病。复发者多有诸如过食
油腻，恼怒，劳累等诱因。40岁以上者多发，女性多于男性，且以偏肥胖体型多见。本病以右胁胀痛
为主，也可兼有刺痛、灼热痛，久病者也可表现为隐痛，常伴见脘腹胀满，恶心欲呕，口干口苦，时
时嗳气，善太息等胆胃气逆之证；病情重者可伴见往来寒热，呕吐不止，右胁剧烈胀痛，痛引肩背等
。临证舌象常见：舌苔白腻，舌质红、苔黄厚而干，舌质红、苔黄腻，舌质紫黯或有瘀点、瘀斑，舌
质红、苔少等。 1.舌质红、苔少 多为正气邪恋，肝肾阴虚所致。症见右胁隐隐作痛，或略有灼热感，
口干咽燥，急躁易怒，胸中烦热，头晕目眩，午后低热，脉细而数。中药可选生地黄、北沙参、浙麦
冬、当归身、枸杞子，以滋阴；炒川楝子，以疏肝理气镇痛。方用一贯煎。若心烦不寐者，可配加炒
酸枣仁、柏子仁、夜交藤；若兼灼痛者，可配加温郁金、生白芍、炙甘草；若急躁易怒者，可配加生
栀子、小青皮、珍珠母；若胀痛者，可配加佛手片、香橼片。 2.舌质紫黯或有瘀点、瘀斑 多为瘀血积
块，阻滞胆管所致。症见右胁刺痛较为剧烈，痛有定处而拒按，面色晦暗，口干口苦，脉弦细而涩。
中药可选柴胡根、炒枳实、白芍药、炙甘草，以疏肝利胆，理气镇痛；炒五灵脂、生蒲黄，以活血化
瘀。方用四逆散合失笑散，并可酌加温郁金、制延胡索、炒川楝子、制大黄，以增强行气、化瘀、镇
痛之效。若口苦心烦者，可配加龙胆草、生黄芩；若脘腹胀甚者，可配加炒枳壳、广木香；若恶心呕
吐者，司配加法半夏、淡竹茹。 3.舌质红、苔黄腻多为邪热外袭或湿热内侵，蕴结胆腑，气机郁滞，
胆液通降失常所致。症见右胁胀满疼痛，胸闷不适，食滞纳呆，恶心呕吐，口干口苦，心烦不安，大
便黏性，或见黄疸，脉弦而滑。中药可选绵茵陈、生栀子、制大黄，以清热利湿，疏通胆腑，疏旰利
胆。方用茵陈蒿汤，可配加柴胡根、生黄芩、制半夏、温郁金，以疏利胆而镇痛；若有胆石者，可配
加生鸡内金、金钱草、海金沙、炮穿山甲，以利胆排石；若小便黄赤者，可配加滑石粉、车前子、苫
通草段；若舌苔白腻而湿重者，可去制大黄、生栀子，配加白茯苓、白蔻仁、缩砂仁；若痛势较剧，
或持续性疼痛阵发性加剧，往来襄热者，可配加川黄连、金银花、蒲公英，重用制大黄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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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舌诊自学入门》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可作为广大中医药爱好者、医学院校学生的
学习资料，也可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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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什么内容，跟中医诊断学里的内容几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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