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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指南医案》五苓散应用探析
欧燕菊 鲁玉辉▲

摘 要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对五苓散加减变通，或与其它方剂合用，对多种疾病疗效显

著。本文将五苓散医案涉及的篇目、症状进行数据分析，并对部分医案进行浅析与探索，领会叶天士

运用五苓散的学术思想，以期对临床应用五苓散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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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苓散出自张仲景《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中》第 71条：“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

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原方主治

由表证未解、阳气被遏、膀胱气化不利、脾不输精所致

之太阳蓄水证。五苓散在《临证指南医案》（以下简称

“《临证》”）的运用相对广泛，该方加减变通，或合用其

它方剂，可治疗多种水湿蕴结的病证。现依据《临

证》，采取数据挖掘方法，基于五苓散医案将其涉及的

篇目和症状进行归纳整理，随后录入Excel，运用相关

统计学分析，探析《临证》中五苓散的运用规律。

1 五苓散医案涉及的篇目与症状
1. 1 涉及的篇目 《临证》中五苓散累计使用 16次
案次，重点运用于肿胀、泄泻、淋浊等篇目中，主治脾

胃、肝肾系疾病，成人幼儿皆有实践。见表1。

1. 2 涉及的症状 《临证》中五苓散医案的主要症状

为腹胀、跗肿、小便不利、泄泻等。其中，腹胀别名包

括腹膨、胀满；小便不利别名包括小溲不利、溲溺不

通；泄泻别名包括洞泻、水泻、便泻。见表2。
由表格可见，叶天士（以下简称“叶氏”）认为五苓

散证的基本病机为气化失司，水饮内停；其病位不仅

仅在膀胱，还涉及上、中、下三焦。当病位在上焦，水

聚成痰，肺失肃降，则会出现咳嗽。当病位在中焦，饮

停于胃，胃气上逆，可见呕吐痰涎；湿邪困脾，健运失

职，清阳不升，则会出现头痛。当病位在下焦，水湿下

注大肠则会引起泄泻；外溢肌肤，则会出现水肿；膀胱

气化不利，可导致小便不利。与《伤寒论》不同的是，

叶氏重点考虑五苓散证病机为水湿停蓄，而对口渴、

消渴、烦渴等津液不布的表现没有过多记载。

2 五苓散医案的部分解读
由于五苓散证涉及的病证相对广泛，无法于此全

然探析，故本文梳理了《临证》运用五苓散治疗肿胀、

泄泻、水逆、便闭、下痢的部分医案，以助了解叶氏以

五苓散证治的学术思想。

2. 1 温阳化气治肿胀 《临证指南医案·肿胀》中关

于五苓散的案例共 4个，其中，姚案记载：“据说情怀

不适，因嗔怒，痰嗽有血，视中年形瘁肉消，渐渐腹胀

跗肿，下午渐甚，阳气日夺，早服肾气丸三钱，昼服五

苓散。”可见，叶氏运用五苓散治疗阳虚肿胀。虚损所

致之肿胀病因虽多，但主要由七情内伤，加之饮食劳

倦，并六淫所干为外因，共同所致。而《素问·生气通

天论》[3]曰：“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

也……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

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阳气在生命的各

表2 五苓散医案涉及的症状及次数

症状

腹胀

泄泻

小便不利

跗肿

囊肿

频率

7
7
6
4
2

症状

痢

疟

粪溏

呕痰涎头痛

腹痛

频率

2
2
1
1
1

症状

痰嗽

面肿

脱肛

肠鸣

频率

1
1
1
1

表1 五苓散医案涉及的篇目及频率

篇目

肿胀

淋浊

泄泻

幼科要略

湿

频率

4
2
2
2
1

篇目

便闭

寒

疟

痢

疝

频率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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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中起主导作用。从该案中了解，当白天阳气应

足而不足时，叶氏选择早上服用肾气丸温补肾阳，从

而化气利水，夜间服用五苓散助膀胱气化、通利小便。

膀胱与肾互为表里，同位于下焦。《景岳全书·肿胀》[4]

云:“凡水种等症……其本在肾……肾虚则水无所主

而妄行。”故温补肾阳后，加用五苓散促进膀胱得以气

化，令生化有常，开阖得利，水液无处停。

2. 2 利湿化气疗泄泻 《临证指南医案·泄泻》中记

载五苓散案例共2个，其中，较有探索价值的为程案，

言：“诊脉肝部独大，脾胃缓弱，平昔纳谷甚少，而精神

颇好，其先天充旺不待言矣，目今水泻，少腹满胀，少

腹为厥阴肝位，由阴阳不分，浊踞于下，致肝失疏泄，

当以五苓散导水利湿，仿古急开支河之法。”其中，“诊

脉肝部独大、脾胃缓弱”提示肝强脾弱。诊脉察“独”

之说，首见于《素问·三部九侯论》：“察九候独小者病，

独大者病……”病人精神颇好，暗示先天肾气充沛；当

水湿停聚于脾胃，脾失健运，胃气不开，表现为纳谷甚

少。叶氏谓“少腹为厥阴肝位”，乃因足厥阴肝经绕阴

器，上达小腹。若水湿下注，气机受损，肝失疏泄则见

少腹满胀；若小肠泌别清浊功能失常，大肠传导失司，

则出现泄泻。诚如张景岳[1]云：“治泄不利小便非其治

也。”虽有脾阳虚、肝气郁，但此医案之泄泻的关键病

机为浊阴下注于膀胱，下焦气化失司，故治疗的重点

不在脾胃，更不可逆流挽舟。叶氏仿古人急开支河的

思想，运用五苓散导水利湿开支河，小便利则大便实；

当湿去气通，肝气调畅，少腹满胀自解。叶氏在《临证

指南医案·肿胀》某案中亦言，若少腹单胀，前期专治

脾阳不可改善症状，服用五苓散加椒目后助太阳开，

膀胱气化得利，二便通畅乃腹胀减轻，显是太阳腑不

通、浊阴内停所致。叶氏于此案后补充，若因湿浊凝

滞膀胱导致出现一系列水湿聚结之表现，如腹部胀

满、下肢浮肿、小便短涩、大便溏泄等，皆当开太阳为

主，仍采用五苓散加椒目治疗。椒目入脾、膀胱经，

《唐本草》[2]言：“椒目主水，腹胀满，利小便。”

2. 3 散寒行水降气逆 《临证指南医案·寒》中杨案

云：“太阳脉行，由背抵腰，外来风寒，先伤阳经，云雾

自下及上，经气逆而病发，致呕痰涎头痛，小溲数行病

解，膀胱气通，斯逆者转顺矣，当通太阳之里，用五苓

散，倘外感病发再议。”由此推测，五苓散可用于治疗

寒客太阳膀胱经之气逆。五苓散中桂枝辛温通阳，既

能发汗解肌，亦能助阳化气，以行水湿痰饮之邪，《本

草疏证》[3]谓桂枝：“用之道有六，曰和营，曰通阳，曰利

水，曰下气，曰行瘀，曰补中。”方中泽泻、茯苓、猪苓甘

淡渗泄，导水下行，通利小便，配合桂枝可起到降冲逆

的作用。此外，白术、茯苓健脾利湿。寒客太阳经，致

水气上逆，饮留于胃可见呕吐痰涎；饮停经络，壅遏经

气，或水邪上犯清空，阻遏清阳，可致头痛。叶氏选用

开太阳以降水饮的方法，通过五苓散外散表寒、内利

水下行，从而气机通调，故呕吐痰涎及头痛自消也。

2. 4 和胃行水通便闭 《临证指南医案·便闭》言：

“胃腑邪热化燥便坚，太阳热邪传入膀胱之腑癃秘

……承气五苓等方酌而用之。”为治二便俱闭，叶氏将

承气汤和五苓散联用。当邪热入里日久，致阳明燥实

腹满，病位在胃脘，出现“胃家实”之大便不下实证，叶

氏从“胃腑以通为补”角度出发，遵循“下闭者，泻而通

之”之通法，选用承气汤泻热和胃以通便。若太阳经

邪不解，循经内传太阳之腑，邪入膀胱水分，与水相

结，水气不化，令膀胱腑气不通，水失疏泄，可见小便

不利症状，是而叶氏结合五苓散外解表邪，内通水腑，

助膀胱气化，令水有出路。因而可知，若二便俱闭，当

先通大便，而小溲自利矣，此其大略也。

2. 5 利水清热治下痢 《临证指南医案·痢》中某案

曰：“湿温下痢，脱肛，五苓散加寒水石。”“当年久痢

……今病起长夏，小水不通，必系夏热阻其宣化，久则

气血凝着而为肠红，先与桂苓甘露饮，分消其湿。”通

过分析可以看出，叶氏治疗湿热痢时，注重除湿，选用

五苓散通阳化气利水，佐以寒水石、滑石清热，使火热

得清而水湿随小便而泄。笔者认为，湿热或暑温疾病

的治疗不可妄用大辛大温药物去温阳，避免以热助

热，但可换一些微辛微温之品以通阳行水，亦可“淡以

通阳”，即选用药味淡薄者利小便，或质重开下。叶氏

认为，暑湿内袭必然导致气机不畅，故有“暑热伤气，

湿着阻气”之说。从叶氏暑湿及湿温证治来看，通过

利小便法清利湿热以致通达阳气尤其关键。痢疾多

发于夏秋时令，常见暑湿交阻，湿热弥漫。而湿热黏

腻浊滞，如油入面，难解难分，无形之热多以有形之湿

为依附，结合“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4]

之思想，治其湿即为抓其要，利小便为治湿之基本大

法。待湿邪得去，诸证便可随之而愈。

3 小结
叶氏运用五苓散所治的病证繁多，其病机主要为

三焦气化不利，水饮内停，而对水津不布或兼外邪未

解之病机的外在征象之描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叶

氏常结合时令，参合体质，注重脏腑间的整体协调，合

用它方，随证加减，辨治五苓散证见解独到，或温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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