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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益肠止泻汤”的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s of applying Yichang Zhixie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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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益肠止泻汤”是笔者多年来治疗慢性腹泻的经验方，临床效果较为满意。现将 2010年 1月～2010年 5月门诊

收治的 24例患者，进行疗效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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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chang Zhixie decoction is an experience prescription from writer’s many years experiences and can make a better 

clinical effects. Choosing 24 cas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May 2010 to analysis the clinic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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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肠止泻汤”是笔者多年来治疗慢性腹泻的经验方，临

床效果较为满意。现将 2010年 1月～2010年 5月门诊收治的

24例患者，进行疗效统计分析，总结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24例患者，男性 10例，女性 14例；年龄为 31～65岁；

病史多为反复发作 1年以上者；治疗前均建议作乙状结肠镜等

检查，其中发现患有慢性结肠炎者 6例，结肠有溃疡病变者 4

例，其余病例只在大便常规及培养中发现少量粘液及不消化食

物；全部病例均未发现脓细胞及吞噬细胞；临床表现大多为：

身倦乏力，头昏头晕，大便稀溏、每日次数不等，食欲欠佳，

日渐消瘦。 

2  治疗方法 

“益肠止泻汤”由补火助阳的熟附片、肉桂、干姜、吴茱

萸与健脾止泻的炒白术、淮山药、炒乌梅、煨诃子等组成。兼

中气下陷者加升麻、柴胡；兼气虚乏力者加黄芪、饴糖；兼夹

食滞者加山楂、神曲；若鸡鸣即泄者加破故纸、煨肉果、五味

子。每日 1 剂水煎 2次，于每天早晚饭后半小时温服。 

3  疗效观察 

24例中：临床痊愈（症状消失，饮食增加，大便成形，随

访 1年未复发者）21例，占 87.5%；好转（症状基本消失，随

访期间隅有复发，用药后能重新控制者）3例，占 12.5%。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35岁，教师。患者自诉 5年来一直大便时溏

时泻，严重时胃脘胀满，进而腹部疼痛，饮食不香，肢倦乏力，

进食稍凉则腹泻更甚。患者四处求医，服药不计其数，终不见

好转。近几天来突然加重，日泻 10 余次之多。就诊时检查：

面色白，神疲倦怠，手足欠温，腹部压痛明显。大便常规及培

养未发现异常菌属。舌质淡有齿痕，苔白薄，脉沉细而弱。处

方：熟附片 12g，肉桂（后下）5g，干姜 10g，吴茱萸 10g，炒

白术 15g，淮山药 30g，炒乌梅 10g，煨诃子 5g，黄芪 30g，饴

糖（冲服）30g。服药 3 剂，腹泻次数减少，腹痛减轻。继进

上方 14 剂，大便成形，日解 1～2次，纳食亦增。随访 1年以

上，诸症消失，未再复发。 

5  体  会 

笔者在临床中发现由于慢性腹泻病程较久，从而导致体质

虚弱，故表现为脾肾阳虚型者居多。故对本病的治疗总以扶助

正气，温补脾肾为先，使阳气振奋，运化有权，从而达到泻止

病愈的目的。 

在治疗的同时，还应嘱患者服药期间避免受凉，忌生冷饮

食及油腻、酸辣等刺激性食物，注意休息，加强营养。 

由于本病的发病机理与阳虚有关，正气不足。故强调在运

用“益肠止泻汤”时不能加用消导破气之品及苦寒伤阳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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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寒凉攻伐之品，致脾胃虚寒，腐熟运化不及，乳食稍有增加，

即停滞不化，而成积滞。若积久不消，迁延失治，则可进一步

损伤脾胃，导致气血生化乏源，营养及生长发育障碍，形体日

渐消瘦则可转为疳证。 

消食消胀汤由陈皮 6g，清半夏 6g，白术 6g，人参 5g，焦

神曲 5g，焦山楂 5g，三棱 2g，枳实 2g，厚朴 2g，焦麦芽 2g，

甘草 3g，黄连 2g，丁香 1g，青皮 1g，香附 1g，砂仁 1g，木

香 1g，干姜 1g组成，该方意在健脾行气，消积和胃。方中人

参、白术益气健脾，木香、香附、丁香、砂仁、陈皮、青皮理

气和胃化积，枳实行气消脾，厚朴行气除满，三棱破气除积，

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消食化滞，黄连清热燥湿而除痞，半

夏曲辛温散结和胃，又佐干姜温中祛寒，三味相伍，辛开苦降

之力尤佳，共助枳、朴行气开痞之功。甘草调和诸药。纵观全

方，有消有补，有寒有热，辛开苦降，共奏消痞祛积，健脾和

胃之功，使食积得消，脾运得健，胃气得和，湿热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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