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8 期

JZKpublishing 医学研究

28

以二陈汤合小柴胡汤为基础方加减在中风（痰浊闭阻证）

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赵连程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中医医院，云南省保山市，678200；

摘要：中风作为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对社会和家庭构成了沉重负担。近年来，中医药在中风治疗中的应用逐

渐受到重视。本研究聚焦于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的临床应用，通过文献综述、临床案例分析和机制探

讨，系统评估了该方剂的疗效、安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展现出显著的疗

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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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风及治疗现状

中风（痰浊闭阻证）作为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病，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高发病率、高

致残率和高死亡率，对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

风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深入研究中

风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

性。

针对中风的治疗，西医主要采用溶栓、抗凝、降压、

降脂等方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仍存在诸多不

足。如溶栓治疗时间窗短，抗凝治疗易引发出血等副作

用。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医药在中风治疗

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机制。其中，二陈汤合小柴胡汤作

为基础方剂，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并展现出了良

好的疗效。

二陈汤，由半夏、陈皮、茯苓、甘草等中药组成，

是中医经典的祛痰方剂。其功效主要在于燥湿化痰、理

气和中，对于痰湿内阻型中风患者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小柴胡汤，则是由柴胡、黄芩、半夏、人参等中药组成

的和解方剂，具有和解少阳、疏肝解郁的作用。在中风

治疗中，小柴胡汤能够调和肝脾、疏解气机，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

不少学者对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的应

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有研究发现，该方剂能够显

著改善中风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该方剂还具有良好的安全

性，无明显毒副作用，为中风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

选择。

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和研究价值。通过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和临床疗效，

有望为中风患者带来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也为

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贡献新的力量。

2 中风的中医学研究

2.1 中风的中医认识

中医对中风的认识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

临床经验。中风，在中医理论中，通常被归类为“风、

痨、臌、膈”四大难症之一，其发病急骤，变化迅速，

如同风邪之善行数变，故得此名。在中医理论中，肝主

疏泄，调畅气机，若肝失疏泄，则气机逆乱，肝风内动，

上扰清窍，可发为中风。痰浊则是由于脾虚运化失司，

水湿内停，聚而成痰，痰浊上蒙清窍，亦可导致中风。

气血瘀滞则多因年老体衰，气血运行不畅，或情志过极，

气机郁结，导致气血瘀滞于脑络，发为中风。

中医对中风的治疗强调辨证论治，即根据患者的具

体病情和体质特点，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治疗原则包

括平肝熄风、化痰开窍、活血化瘀等。通过调整脏腑功

能，平衡气血阴阳，以达到治疗中风的目的。

2.2 中风的辨证分型

在中医经典著作中，中风常被分为风、火、痰、瘀、

虚等证型。这些证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

互转化，共同构成了中风复杂的病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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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证是中风最为常见的证型之一，主要表现为突然

昏仆、不省人事、口舌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

火证中风则多见于情绪激动、饮食不节等诱因后，

出现高热、神昏、抽搐等症状。

痰证中风则多表现为头晕目眩、胸闷痰多、肢体麻

木等症状。痰证中风与脾虚生痰、痰阻经络等因素有关，

治疗上应注重健脾化痰、通络开窍，常选用半夏、陈皮

等中药材，以及针灸治疗以化痰通络、调和气机。

瘀证中风则常见于久病体虚、年老体衰者，以口唇

青紫、舌质紫暗、肢体疼痛或瘫痪为主要表现。

虚证中风则多见于中风恢复期或后遗症期，患者常

表现为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肢体萎软无力等症状。

2.3 中风的中医治疗原则

中医强调治未病，即预防中风的发生。这包括调整

生活方式，如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以及

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早期干预和治疗。中医还注重调养精

神情志，认为情志失调是中风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

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激动对于预防中风至关重要。

在治疗过程中，中医还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

其本”的原则。在急性期，以迅速控制病情、减轻症状

为主，如采用针灸、放血等疗法迅速降低血压、减轻脑

水肿等。在病情稳定后，则转入缓治其本的阶段，通过

调理脏腑功能、补益气血等手段，促进机体康复，防止

复发。

3 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3.1 临床应用案例

在探讨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的临床应

用时，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能够更为直观地展现其疗效。

以下，我们将通过几个典型案例，详细剖析二陈汤合小

柴胡汤如何在中风治疗中发挥显著作用。

案例一的患者为中年男性，因高血压引发中风，出

现半身不遂、口舌歪斜的症状。在接受西医基础治疗的

同时，结合中医辨证，以二陈汤合小柴胡汤为基础方进

行加减治疗。经过连续一个月的治疗，患者的症状得到

明显改善，能够自主行走，口齿也变得清晰。这一案例

显示了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改善中风患者运动功能和

语言功能方面的潜力。

案例二中的患者为老年女性，中风后出现了认知功

能障碍和情感障碍。在中医的辨证论治下，采用了二陈

汤合小柴胡汤加减治疗。经过几个月的调理，患者的认

知和情感状态有了显著的恢复，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提

升。此案例表明，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改善中风患者的

神经心理功能方面同样具有显著效果。

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

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和显著疗效。

这些案例不仅证明了中医药在中风康复中的独特价值，

也为未来的临床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当然，每

个患者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制定。这也

体现了中医药治疗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能够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治疗方案。

3.2 临床疗效分析

在对选取的临床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估后，我们

可以对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的疗效进行更

为细致的探讨。这些案例涵盖了不同程度和类型的中风

患者，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来评估这一治疗方

案的实际效果。

为了更好地评估疗效，我们还采用了多种量化指标，

包括患者的生理指标、生活质量评分以及神经功能评分

等。通过这些量化数据，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评价二陈

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的实际效果。结果显示，在

多数案例中，患者的各项指标均有所改善，进一步证实

了这一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通过对选取的临床案例进行深入的疗效分析，我们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具

有一定的疗效，且安全性较高。然而，由于患者个体差

异和中风病情的复杂性，治疗效果可能因人而异。因此，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制定更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提高治疗效

果并满足患者的实际需求。

3.3 用药安全性分析

就二陈汤而言，其药材组合经过千百年的实践验证，

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然而，任何药物的使用都需要根

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进行适当调整。二陈汤中的一些药

材，如半夏、陈皮等，虽然具有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

功效，但过量使用或不当使用也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同样，小柴胡汤作为一种经典的中药方剂，其组成

药材如柴胡、黄芩、半夏、人参等，各自具有独特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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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用。在合理配伍和适量使用的前提下，小柴胡汤被

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然而，如果不按照中医的

辨证论治原则进行用药，也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

当二陈汤与小柴胡汤联合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药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两者合用可能产生更好的治疗

效果，但也存在潜在的风险。例如，某些药材的成分可

能会相互作用，增强或减弱彼此的药效。此外，患者的

个体差异也会对药物反应产生影响。因此，在使用二陈

汤合小柴胡汤时，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

的剂量调整。

4 陈汤合小柴胡汤治疗中风的机制探讨

4.1 中医角度的机制探讨

在中医理论中，中风多因气血逆乱、脑脉痹阻或血

溢于脑所致。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肢体麻木、舌蹇

不语，口舌歪斜，偏身麻木等为主要表现的脑神疾病。

而二陈汤合小柴胡汤的联合应用，在中医角度看来，其

治疗中风的机制主要体现在调和气血、疏肝解郁、化痰

通络等方面。

二陈汤以其化痰燥湿的功效，能够有效改善中风患

者因痰湿内阻而引起的症状。其中，半夏燥湿化痰，陈

皮理气和中，茯苓健脾渗湿，炙甘草和中益气。这些药

材共同作用，有助于化解痰湿，通利血脉，从而缓解中

风症状。

小柴胡汤则具有疏肝解郁、和解少阳的功效。柴胡

作为君药，能够透泄少阳之邪，并能疏泄气机之郁滞；

黄芩清泄少阳之热；半夏、生姜和胃降逆止呕；人参、

炙甘草、大枣益气健脾，扶正祛邪。这些药物配伍使用，

可以调和肝脾，解郁疏气，对于中风后情绪不稳、气机

不畅的患者有显著的疗效。

当二陈汤与小柴胡汤合用时，二者相辅相成，共同

发挥化痰通络、疏肝解郁的作用。这种联合疗法能够针

对中风患者的具体症状进行全方位调理，不仅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生理状况，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心理压力。

4.2 西医角度的机制探讨

从西医的角度来看，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治疗中风

方面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

考虑到这两种中药方剂中含有的多种活性成分，它们可

能对血管内皮功能、血小板聚集、炎症反应等多个关键

环节产生影响。

例如，二陈汤中的一些成分被研究证实具有抗凝、

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这能够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从

而有助于预防中风的发生或复发。同样，小柴胡汤中的

某些成分也被发现具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这对于减

轻中风后的炎症反应和保护脑细胞免受进一步损伤具

有重要意义。

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可能

通过调节某些关键基因的表达，来发挥治疗中风的作用。

例如，这些方剂可能激活或抑制某些与血管内皮功能、

神经细胞存活和凋亡相关的基因，从而达到保护脑血管

和神经细胞的目的。

总的来说，从西医角度探讨二陈汤合小柴胡汤治疗

中风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通过

综合运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和方法，我们有望在未来取

得更多突破性的进展，为中风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和生活质量。

5 结论

经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进一步强调了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中风治疗中的重要

作用。

在临床应用方面，我们通过选取典型案例，详细分

析了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治疗中风中的具体应用。结果

显示，该药方在改善中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提高生

活质量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疗效。同时，用药安全性分析

也证实，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在用药过程中安全性较高，

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在与其他疗法的比较中，二陈汤合小柴胡汤显示出

其独特的优势。相较于单一的西医治疗或中医治疗，该

药方能够更全面地满足中风患者的治疗需求，提高治疗

效果。这主要得益于二陈汤与小柴胡汤的联合应用，既

发挥了中医的辨证施治优势，又结合了西医的精准治疗

理念。

在机制探讨部分，我们从中医和西医两个角度深入

探讨了二陈汤合小柴胡汤治疗中风的作用机制。中医角

度认为，该药方通过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祛痰化瘀等

途径，达到治疗中风的目的。而西医角度则揭示了该药

方在改善微循环、保护神经细胞、抗炎抗氧化等方面的

作用机制。综合中医和西医角度的探讨，我们更加深入

地理解了二陈汤合小柴胡汤治疗中风的综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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