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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心法"

!

基金项目!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4国中医药办

人教函6!"%I7%%$ 号5,部省联合开放课题$张仲景传承与创

新专项&项目"WXYMZQ* M!"!! M"#9 M9#

毛德西临证运用桑叶经验!

王凯旋!禄保平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P""#:

摘要!桑叶可入肺$肝$肾三脏"质轻上行"有轻宣之功"其性苦寒"又有清降之力"可宣降肝肺之气机"清除肝肺之郁热"味甘又

可益血滋肝肾"集宣降$清补于一体"临证使用霜桑叶入药效力最佳! 大剂量桑叶可平肝熄风"自拟天钩六叶汤治疗风眩#桑

叶滋肾阴而止汗"自拟清热止汗散及滋阴固表汤治疗各类汗证#取桑叶养血润燥祛风之效治脱发"常用桑麻丸$神应养真汤及

自拟的养发五味饮#桑叶有凉血敛阴的作用"可用于治疗阴虚血热型崩漏!

关键词!桑叶#风眩#汗证#脱发#崩漏#毛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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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德西教授为首届全国名中医%第三批(第六批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

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从医 :" 余载%领悟

经典%博采众长%擅于辨证%精于用药%临床善用药

对(三味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及其他

内科杂病'

桑叶%性寒%味甘苦%归肺(肝经%具有疏散风热(

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的功效%临床常用于风热感冒(

肺热燥咳(头晕头痛(目赤昏花等)%*

' 历代本草典

籍中对桑叶多有论述%.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中

品%言其能$主除寒热%出汗&' .日华子本草/

)!*云!

$桑叶利五脏%通关节%下气%兼服除风痛%出汗并扑

损瘀血'&.本草纲目/云!$桑叶乃手(足阳明之药%

治劳热咳嗽%明目长发%止消渴'&毛老师临证善用

桑叶%认为桑叶可入肺(肝(肾三脏%质轻上行%有轻

宣之功%其性苦寒%又有清降之力%可宣降肝肺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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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清除肝肺之郁热%味甘又可益血滋肝肾%集宣降(

清补于一体%常用于治疗风眩(汗证(脱发(崩漏等

病' 现将其运用桑叶的临床经验总结如下'

CD经霜收下效力佳

.本草图经/

)9*云!$又十月霜后三分%二分已落

时%一分在者%名神仙叶%即采收'&古人认为在霜后

采摘的桑叶才可称为$神仙叶&' 清代医家张寿颐

明确指出!$桑叶%以老而经霜者为佳'&并阐述原因

为$其气之全&$力之厚&' .说文解字/中对$霜&字

解释为$丧也' 成物者'&意为冰霜能使大地萧索%

万物失去生机%却也能使部分耐寒的谷物草果成熟

丰饶' 毛老师认为霜降为秋季最后一个节气%此时

秋天的肃杀寒凉达到顶峰%凝露为霜%桑叶一方面禀

受秋之收敛清肃之性%另一方面经霜而不凋落者更

增其柔润之能'

临床常见有蜜炙桑叶(霜桑叶%毛老师多取后

者%认为生品药物能保持其固有性味特点%功效上较

炮制后药物力量更为专一%推崇张锡纯所言!$诸药

多喜生用%欲存其本性也'& .千金翼方/载!$正禅

方!春桑耳%夏桑子%秋桑叶'&桑树生于春%长于夏%

成于秋%此方以桑树四季的不同药用部位组成%明确

指出要择用秋季的桑叶' 毛老师亦认为药物的采收

时间会影响其临床疗效%而经霜打后的桑叶顺应了

时令%能更好地入脏腑而发挥效用' 桑叶在春季萌

发生长%得春木之气入肝而能平肝风(清肝热%又在

秋季经霜得金气入肺而善清肺气(润肺燥' 现代对

桑叶化学成分的实验研究亦表明%桑叶经霜后黄酮

及黄酮类成分会显著升高%绿原酸(多酚(多糖(氨基

酸等有部分升高%而这些成分与桑叶药用功能的发

挥有密切关系)# MP*

'

FD临证应用需灵活

FECD平肝阳#熄风以降压&高血压是指动脉血压持

续升高的一种疾病%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会增加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

' 在 !"!9 版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第 % 部分!证候/

)L*中%根据高

血压的临床表现%将其归属于$风眩&范畴' 风眩的

发生与肝关系密切%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载!$诸

风掉眩%皆属于肝'&清代叶天士将其病机责之肝

风%言眩晕为$肝胆之风阳上冒&%所创$阳化内风&

之说为后世所重%多喜用介石类药物滋阴潜阳' 当

代名医胡光慈以平肝降逆为法%所拟天麻钩藤饮一

方治疗$高血压头痛(眩晕(失眠&为临床常用)I*

'

毛老师认为肝为风木之脏%体柔性刚%其气主升主

动%风眩的发生与肝之阴阳失调密切相关' 诸病因

致肝肾阴亏于下%此为本,阴不制阳(水不涵木则肝

失柔和%继而肝阳亢逆于上%肝风上扰清窍%此为标'

在该病发展过程中%对于临床症状反复发作(血压控

制欠佳的患者%毛老师认为肝阳上亢(风阳上扰为其

主要矛盾%故常以平抑肝阳(熄风降压为基本治法'

较之介类金石之品多有碍胃之弊%毛老师常取

桑叶为平肝熄风之主药)$*

' .温病条辨/言!$桑叶

善平肝风'&.重庆堂随笔/亦载桑叶$色青入肝%熄

内风而除头痛'&对于肝阳亢逆(风阳上扰所引起的

头痛(眩晕等症%桑叶苦寒既可入肝经气分平降肝

阳%又以其甘润之性能入阴分柔养肝阴%从而平衡肝

之阴阳而熄风止痛(除眩' 在应用桑叶平肝降压时%

毛老师认为其剂量宜大%常取 %P e9" E%因风眩责之

肝肾%治下焦如权%桑叶质轻%量少则轻清走上焦%大

剂量则易直入下焦肝肾发挥其潜降肝阳之功' 在具

体配伍上%毛老师常将桑叶与杜仲叶作为对药使用%

杜仲叶有补肝肾之效%与平肝之桑叶配伍可兼顾标

本%乙癸并调' 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桑叶(杜仲叶均

有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 M%%*

' 对于肝阳

上亢型轻中度高血压患者%毛老师常用自拟天钩六

叶汤"天麻 %P E%钩藤 %P E%霜桑叶 9" E%杜仲叶

%P E%银杏叶 %P E%罗布麻叶 %P E%绞股蓝 %P E#治

疗%方中重用桑叶平肝%杜仲叶益肾%天麻(钩藤(罗

布麻叶以清热熄风通络%银杏叶(绞股蓝活血散瘀%

全方共奏平肝熄风(活血通络之功)%! M%9*

' 临床随症

加减!若血压值偏高%头部症状明显者%常加入川牛

膝(茺蔚子(毛冬青等血分药以起到去瘀导滞(引血

下行的作用,若伴胸痹心痛属血脉瘀阻者%常合冠心

! 号方以增加全方畅通血脉之力' 眩晕为中风之

渐%对于高血压合并脑梗死患者%多于方中加入开窍

豁痰(活血化瘀之品%如毛老师自拟的开窍四味方"石

菖蒲 %" E%丹参 %P E%赤芍 %P E%郁金 %" E#等)%#*

'

FEFD滋肾阴#收汗之妙品&桑叶止汗由来已久%

.神农本草经/首载其能止汗%后世亦有继承发挥%

如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云!$青桑第二叶%焙干为

末%空心%米饮调服%最止盗汗'&清代名医陈士铎更

是称赞桑叶为$收汗之妙品&%在其著作.辨证录+

汗症门/中所拟$敛汗汤& $补阴止汗汤& $收汗丹&

$滋心汤&四方均含有桑叶' 当代名医魏龙骧撰有

$桑叶止夜汗&一文)%P*

%文中也极力称赞桑叶止汗之

能' 现代临床对汗证分型较为细化%常将其分为肺卫

不固证(阴虚火旺证(心血不足证(邪热郁蒸证等不同

证型)%:*

' 毛老师认为对于汗证的理解和治疗需从

.素问+阴阳别论/$阳加于阴谓之汗&一句着手' 此

句阐述了生理上汗液的生成排泄需阳气与阴液的协

调作用%即阳气推动阴液外出而为汗%又说明病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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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汗出亦是由于邪扰阴阳或阴阳偏盛偏衰而致阴阳

失衡(津液异常外泄所致' 故不论何种证型的汗证%

在治疗上都要以平调阴阳(固其腠理为基本治法'

毛老师认为桑叶有止汗之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桑

叶甘寒质润%可入肾益肾阴' 肾为先天之本%主蛰

藏(主五液%肾精足则五脏之津液得以闭藏%汗液则

不妄泄%如.本草新编/

)%L*所言!$桑叶之功%更佳于

桑皮%最善补骨中之髓%添肾中之精%止身中之汗'&

其次%不论自汗(盗汗%其汗必从皮毛而出%肺主开阖

皮毛%肝主疏布津液%桑叶清肝肃肺%可使郁热从皮

毛凉散%热清则火不扰阴%汗不外泄' 在具体运用

中%毛老师常用自拟清热止汗散"霜桑叶 9" E%浮小

麦 9" E%地骨皮 %P E#作为底方加减治疗各种自汗(

盗汗症)%I*

' 方中浮小麦有益气敛汗之力%地骨皮有

退热除蒸之效%三者合用则清热止汗作用突出' 对

于气虚自汗患者%可合玉屏风散,阳虚凉汗者%酌入

炮附子(干姜温阳,若患者有明显湿热症状时%则合

四妙散加减' 此外%对于阴虚汗出兼有卫气不固者%

毛老师常以清热止汗散为底方%并取生脉饮滋阴敛

汗(桂枝汤调和营卫之意组成滋阴固表汤"霜桑叶

9" E%浮小麦 9" E%地骨皮 !" E%麦冬 %P E%天冬 %P E%

五味子 %" E%桂枝 %" E%生白芍 %P E%生甘草 %" E#治

疗)%$*

' 毛老师同时强调%对于汗证的治疗%既要辨

证论治求其本%亦不可轻视部分治标敛汗药如麻黄

根(五味子(生龙骨(生牡蛎等的使用%而桑叶的特殊

性在于其能兼顾标本%可谓汗证要药'

FEGD润血燥#祛风止发脱&临床上常见的脱发类型

有脂溢性脱发和斑秃%其发生多与脏腑亏虚(邪气充

盛有关)!"*

' .素问+五脏生成/云!$肾之合%骨也%

其荣发也'&指出肾主藏精%毛发荣枯与之相关' 又

.灵枢+本神/言!$肝藏血'&.类经/载!$发者血之

余'&肝主藏血%厥阴肝经行于巅顶%肝血充足则头

部毛发得以濡养' 毛老师认为%脱发日久患者%头发

稀疏易落(发质干枯易折多为肝肾不足(精血不得濡

养所致%且血虚则燥%风自内生%故常伴有头皮多痒(

多屑的症状%如.外科正宗+油风/言!$油风乃血虚

不能随气荣养肌肤%故毛发根空%脱落成片%皮肤光

亮%痒如虫行'&故对于此类患者%治疗上应以养血

润燥(祛风生发为法'

桑叶有养血润燥祛风之功%如 .神农本草经

疏/

)!%*言!$桑叶%甘所以益血& $原禀金气%故又能

除风&' .本草从新/

)!!*言其能$滋燥凉血%去风长

发&' .备急千金要方/中明确记载了以桑叶配伍麻

叶外洗以生发%.本草纲目/也言桑叶有$长发&的功

效' 对于血虚风燥型脱发%毛老师常以.寿世保元/

桑麻丸为底方%书中原载此方能使老人$步健眼明%

须发发黑&%全方仅用桑叶(黑芝麻两味%药简力专%

黑芝麻补肝肾%益精血效佳%配伍桑叶则肝血得养%

血燥得润%内风得平%发落得止' 在临床使用时%毛

老在桑麻丸中也常加入桑椹一味%.滇南本草/言桑

椹$益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加入桑椹可增

加全方滋阴养血之力' 部分患者头皮脱屑%瘙痒明

显%也多加入侧柏叶以凉血祛风' 若患者头皮油脂

分泌过多%多参.岳美中医案集/

)!9*中$一味茯苓饮

治秃发&的经验%加茯苓一味以上行渗湿' 以上五

药组合则为毛老师临床常用的养发五味饮"霜桑叶

%P E%黑芝麻 9" E%桑椹 %P E%侧柏叶 %P E%茯苓

%P E#' 在成方上多用.外科正宗/所载神应养真

汤%该方主治$眉发脱落&%毛老师常取其与桑麻丸

或养发五味饮合方加减以治脱发(白发(枯发' 毛老

师认为神应养真汤既以四物汤打底养血活血%菟丝

子补益肝肾%又加入木瓜通络%天麻(羌活祛风引经%

全方具有补而不滞(滋而不腻的特点%与桑麻丸或养

发五味饮合方使用则滋阴养血(祛风生发之效更佳'

FEHD凉血热#敛阴止崩漏&.素问+阴阳别论/曰!

$阴虚阳搏谓之崩'&认为崩漏为阴血亏虚而阳气亢

盛所致' 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言!$妇人血崩%是

肾水阴虚%不能镇守包络相火%故血走而崩也'&指

出崩漏病机为肾虚火旺' 严用和.严氏济生方/

)!#*

又提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热之所发%盖血

得热则淖溢'&即出血诸症多责之火热' 由上可知%

素体肾阴不足%虚火扰动冲任%可致血热妄行而成崩

漏' 临证中对于阴虚血热型崩漏%毛老师常根据其

病情缓急而采取不同治法' 对于病情急(出血量多(

血热症状明显者%以凉血止血为法%常用保阴煎或清

热固经汤加减' 待血少或血止%病情缓和%患者以肾

阴虚症状为主时%当兼顾其本%以滋肾养血为法%常

用左归丸或归芍地黄汤加减'

在治疗阴虚血热型崩漏的全过程中%不论出血

期和缓解期%毛老师在方中都常加入桑叶%一是因为

桑叶性寒入肝经血分%本身有凉血止血之效%如.本

草从新/载桑叶能$滋燥(凉血(止血&%.重庆堂随

笔/更是明言桑叶可$已肝热妄行之崩漏&' 二是由

于桑叶味甘入肾可敛阴%如.傅青主女科/中所载加

减当归补血汤以治$年老血崩&%方中除用黄芪配当

归以补气摄血%三七根以止血散瘀%更妙入桑叶一

味%傅山解释$加入桑叶者%所以滋肾之阴%又有收

敛之妙耳'&在.傅青主女科/$血海太热血崩&篇中%

傅山所拟清海丸组成中亦有桑叶 % 斤以起$补阴缩

血&的作用)!P*

' 毛老师认为桑叶的功效也符合朱丹

溪所提出的$治崩三法&%即桑叶清肝凉血止血之效

助塞流(澄源%补肾敛阴益血之力助复旧%且桑叶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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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性润%与使用固涩药(炭类药物止血相比%无伤阴

化火敛邪之弊' 除崩漏外%根据异病同治的原则%毛

老师也将桑叶用于月经先期(经间期出血等属于阴

虚血热证者%常与牡丹皮(地骨皮(生地黄(白芍等药

配伍以增强滋阴凉血的作用'

FEID其他应用举隅&除上述疾病外%毛老师亦根据

桑叶的性味功效%将其配伍应用于肺燥咳嗽(糖尿

病(高脂血症(鼻衄(耳鸣等各科疾病中' 如治疗肺

燥咳嗽时%常取清宣凉润之桑叶与清泻肺热之桑白

皮配伍以宣降气机(润燥止咳%在成方中多用以桑叶

为君的清燥救肺汤加减' 在治疗糖尿病时%取桑叶

清热润燥的作用%与杜仲叶(黄芪(山药(葛根(天花

粉等药配伍加减共奏清热养阴(生津止渴之效' 对

于高脂血症则将桑叶与杜仲叶(生山楂(荷叶(泽泻(

决明子等共有化浊降脂功效的药物同用' 治疗顽固

性鼻衄属肝火犯肺证时%也常用.医醇?义/豢龙汤

加入桑叶一味增强原方清肝宁肺(凉血止血的功效'

对于神经性耳鸣患者%常取桑叶祛风平肝的作用配

伍他药%组成验方祛风聪耳汤治疗)%$*

'

GD结语

毛老师临证把握桑叶集宣降(清补于一体的特

点%强调桑叶可入肺(肝(肾三经%选用霜桑叶效果更

佳%临床上不应拘泥于桑叶辛凉解表的常规用法'

同时毛老师善于根据不同疾病的病机特点调整桑叶

的配伍与用量%借鉴学习前人经验%优选名方%拟定

新方%扩大了桑叶的临床应用范围%为临床用药提供

了参考'

参考文献!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7*)北京!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9%")

)!*常敏毅)日华子本草辑注)7*)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L:)

)9*苏颂)本草图经)7*)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9I" M9I%)

)#*李明聪%杨丹%郭英%等)桑叶中黄酮类化学成分及药理

作用研究进展)Q*)辽宁中医杂志%!"%!%9$"!#!9LL M

9I")

)P*代琪%易爽爽%叶俏波%等)桑叶采摘期考证及经霜前后

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变化综述)Q*)中国药物评价%!"!!%

9$"##!99I M9#%)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高血压联盟"中国#%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I 年修订版# )Q*)中国心血管杂志%!"%$%!# "%#!

!# MP:)

)L*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医

临床诊疗术语 第 % 部分!疾病!W_J3%:LP%)%-!"!9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9)

)I*段建平%张杰%王旭%等)天麻钩藤饮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研究进展 )Q*)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9" "%%#!

!PP M!:#)

)$*毛德西)毛德西医论医案集)7*)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9)

)%"*陈淑莹%侯小涛%黄显婷%等)桑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及应用研究进展)Q*)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9%!P

"##!!"L M!!")

)%%*刘聪%郭非非%肖军平%等)杜仲不同部位化学成分及药

理作用研究进展 )Q*)中国中药杂志%!"!"%#P "9#!

#$L MP%!)

)%!*郭泉滢%唐桂军%毛德西)毛德西应用天钩六叶汤治疗

高血压病经验赏析)Q*)辽宁中医杂志%!"!%%#I"%#!

!: M!I)

)%9*王佳璐%张文宗)毛德西运用天麻钩藤六叶汤治疗高血

压经验 )Q*)山东中医杂志%!"!!%#% "$#!$$# M$$:%

%"9L)

)%#*索红亮%曾垂义%毛德西)毛德西教授诊治心血管病$三

味&方简析)Q*)时珍国医国药%!"%P%!:"##!$I$ M$$")

)%P*魏龙骧)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M魏龙骧)7*)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9 M%P)

)%:*周仲瑛)中医内科学)7*)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9!#9P M#9$)

)%L*陈士铎)本草新编)7*)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I*毛德西)毛德西用药十讲)7*)! 版)北京!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毛德西)毛德西方药心悟)7*)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P!%PI M%P$)

)!"*蔚志仁%贺鹏飞%杨清波%等)中医药治疗脱发研究进展

)Q*)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9#!

!$I M9"")

)!%*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7*)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L!%$# M%$P)

)!!*吴仪洛)本草从新)7*)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9!

%#P)

)!9*中国中医研究院)岳美中医案集)7*)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P!%P%)

)!#*严用和)严氏济生方)7*)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L!%!#)

)!P*何艳华%罗桂青%李磊)刍议桑叶在妇科病中的应用

)Q*)环球中医药%!"!9%%:"!#!!I# M!IL)

收稿日期!!"!# M"9 M!#

作者简介!王凯旋"%$$L M#%男%河南三门峡人%医学硕士%

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肝胆脾胃病'

通信作者!禄保平"%$L% M#%男%河南许昌人%医学博士%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药教学(科研及名老中

医学术思想研究' 6M.@><!</,%$!%V%!:)G(.

编辑!纪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