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开了科研，人类走不到今天的智能时代；离
开了科研，全世界70亿人达不到今天的生活水平；
同样，离开了科研，医学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速
度和辉煌成就。中医药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瑰
宝，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是优秀的文化资源，
也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纵观中医药史，
科研精神伴随中医药学发展始终，是渗透到中医
骨子里的文化基因。笔者下面从几个简单的事例
试论之，旨在坚持中医药学的文化自信，弘扬发展
中医科研探索和总结创新精神，在新时代让传统
中医药再放异彩，造福世人。

浅论中医药学的科研精神
□焦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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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流
传甚广。据《淮南子》记
载：“民有疾，未知药石，炎
帝（神农氏）始草木之滋，
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
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
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
遂作文书上以疗民族，而
医道自此始矣。”翻译成现
代话就是：古时候，先民有
病了，但还没有医药。神
农氏为了解民疾苦，就尝
遍百草，体察其寒、温、平、
热的药性，辨别百草之间
的君、臣、佐、使的关系。
有一天，神农氏就遇到了
70种剧毒，他神奇地化解
了这些剧毒。于是，他就

记下药性用来治疗百姓的
疾病，我国中医药学事业
从此诞生。虽然神农尝百
草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历
代医家都非常重视对药
物、药性的研究，亲尝亲试
几乎是每一位中医名家的
必修课。比如近代中医学
界泰斗、中西医汇通学派
代表人物张锡纯认为，学
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
性……仆学医时，凡药皆
自尝试”。为了研究小茴
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
向厨师求教，对其他药物，
比如巴豆、甘遂、细辛、麻
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
而后施之于人。

《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
时期的一部医学、天文、气候
等百科全书式的论文集，非一
人一时所写，学术价值一流，
是中医研习中医理论的重要
经典之作。

在《素问·天元纪大论》
中记载了黄帝与其巨子鬼臾
区的一段对话，是关于五运
六气的讨论。“鬼臾区曰：臣
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
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
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统
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

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
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
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谓
也。”意思是说，广阔无边的
天空，是物质生化之本元的
基础，万物资生的开始。五
运运行，终而复始，布施天地
真元之气，统御生化万物的大
地。九星悬照天空，七曜按周
天之度旋转。于是，万物有阴
阳的不断变化，有柔刚的不同
性质，幽暗和显明按照一定的
位次出现，寒冷和暑热按照一
定的季节往来，这些生生不息

之机，变化无穷之道，宇宙万
物的不同形象，都表现出来
了。古贤研究这些道理已经
有十世，就是这个意思。

鬼臾区最后一句话讲，
他为什么对这个五运六气理
解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家
里上十代都在持续研究这个
问题。十世，如果每世按照
二三十年计算，差不多也有
二三百年。集全家族之力持
续研究一个课题数百年，我
们先人的科研及探索精神可
见一斑。

火药由硫黄、硝石、木炭
混合而成。很早以前，我们的
先人对这 3 种物质就有了一
定认识。早在新石器时代，人
们在烧制陶器时就认识了木
炭，把它当成燃料。商周时
期，人们在冶金中广泛使用木
炭。木炭燃烧产生的灰比木
柴少，强度高，是比木柴更好
的燃料。硫黄天然存在，人们
很早就开采它。在生活和生
产中经常接触到硫黄，比如温
泉会释放出硫黄的气味，冶炼
金属时挥发出的二氧化硫气

体刺鼻难闻等，这些都会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古人掌握最
早的硝，可能是墙角的土硝。
硝石的化学性质很活泼，能与
很多物质发生反应，它的颜色
和其他一些盐类区别不大，在
使用中容易混淆。在实践中，
人们掌握了一些识别硝石的
方法。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
在《本草经集注》中说：“以火
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硝石
也。”这和近代用火焰反应鉴
别钾盐的方法相似（硝石的主
要成分是硝酸钾）。硝石和硫

黄一度被作为重要的药材。
在《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
为上品中的第六位，人们认为
它能治疗 20多种病。硫黄被
列为中品药的第三位，也能治
疗十几种疾病。这样一来，人
们对硝石和硫黄的研究就更
为重视。虽然人们对硝石、硫
黄、木炭的性质有了一定的认
识，但是硝石、硫黄、木炭按一
定比例放在一起制成火药还
是炼丹家的功劳，也可以看成
是古代制药实验的一个意外，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古代著名医家都有著作
传世，当然有一些作品被后人
认为是托古之作。但无论作
品与作者是否一致，善于著书
立说，善于总结是中医药学发
展壮大的一大特色。以《伤寒
杂病论》为例，该书虽然为东
汉作品，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是
中医专业大学的必修课、主修
课、核心课、精读课、基础课，
甚至有人得其一本之要，而成
为医学大家。该书作者是张
仲景，他在书中系统地分析了
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

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
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
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
方、药的理论基础。这本书凝
聚了作者毕生之心血，充分借
鉴了前人智慧，吸取了时代精
华，凝练了自己一生的医学实
践，其思想、其方药、其智慧直
到今天仍广泛运用于临床，使
后人不断受其护佑。类似的
经典还有很多，比如《难经》及
各医学流派的经典著作。与
这些医学先贤们相比，今天的
我们更应努力讲好中医故事，

在总结好、传承好中医药学的
基础上，勇担使命，一定要发
展好、运用好中医药！

名医名家名医名家

近年来，各地不少中医医
院、综合性医院，甚至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都相继成立
了治未病中心（科），在很大程
度上满足了广大群众，特别是
亚健康人群、慢性病患者的防
病保健需求。

医务人员通过开展健康
讲座、提供中医CT（电子计算
机断层扫描）检测、中医特色
系列调理体验等方式，将中医
知识传播给社区群众，实现医
务人员与群众的亲密接触和
零距离交流，让他们不用去医

院就能够享受到“专家在身
边”的服务，同时让群众树立
日常保健意识，做到早预防、
早诊断、早治疗。

可是，根据调查了解，一
些中医治未病还停留在医疗
机构内部，坐等群众光顾，没
有树立“走出去”的工作思路
与方法；导致一些需要针对不
同人群开展的中医治未病服
务工作，由于缺乏宣传，而造
成辐射范围小、门诊量少、居
民不知晓等状况。

随着中医治未病成为健
康生活的风向标，笔者认为，

中医治未病是到了加油干的
时候了。各地医院，包括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不能让中医治
未病只停留在院内，而要走进
基层，走入社区。

目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改进：一是要强化宣传。
广泛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宣
传单、微信群、医院候诊宣传
等形式，通过中医治未病社区
行、养老驿站行、企业行、校园
行、军营行、农村行等宣传活
动，营造中医治未病氛围，向
广大群众传递中医治未病的
观念、知识、方法；二是组建不

同团队，可组建糖尿病、高血
压病、饮食调节、心理干预、医
体结合等特色突出的中医治
未病专家团队，分门别类服务
于不同群众；三是要接“地
气”。卫生计生部门要明确中
医治未病中心（科）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中医药管理项目督查、指导
职责，让中医治未病团队专家
定期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义
诊，让专家“沉”到基层，能够
让群众在家门口接受专家服
务，并实时实地指导基层医生
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从而不

断扩大中医治未病的覆盖面
及社会影响力；四是要借助于
互联网技术，让中医治未病知
识得到广泛传播。

（作者供职于济源市中医
院）

中医治未病知识应得到广泛传播
□吴晓月

医生拾金不昧 彰显医德获赞誉
□谢奕潇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
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
面……”这是我们小时候唱
的童谣。那时，我们就知道
捡了东西要归还的道理。千
百年来，拾金不昧作为一种
传统美德，就这样在潜移默
化中不断传承着，新郑市人
民医院人民路院区外二科的
医生李炎涛正是这种传统美
德的传承者之一。

9 月 4 日晚，李炎涛查房
结束后经过病区走廊时，看见
地上有一团东西。他捡起来
一看是一卷人民币，他数了数
有 1629 元。随后，他就把捡

到钱的事情告诉护士长高伟
英，请求科室人员一起帮助寻
找失主。他说：“这是在病区
丢的钱，很有可能是患者家属
丢失的，这是看病的救命钱。
失主一定很着急，我们捡了钱
要及时送还人家。”

高伟英和后勤管理人员
进行沟通，调取了当天的监控
视频，随后他们找到了失主。
原来是外二科某患者的家属
丢失的。他们并如数归还了
1629元。丢失的钱失而复得，
失主心情非常激动，再三向外
二科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当失主拿出一部分钱给李炎

涛作为酬谢时，他一边拒绝一
边说：“我交还物品不需要别
人回报，这是我的行为准则。”
听到这句话后，失主向他竖起
了拇指。为了表示谢意，失主
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亲手送
到李炎涛医生和高伟英的手
中，并对他们拾金不昧的行为
大加赞扬！

其实，拾金不昧是反映一
个人、一个单位和一个地方道
德水平的一面镜子。李炎涛拾
金不昧的行为，充分彰显了一
名医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人格
魅力，这是我们医院的荣誉。

现在，新郑市正在创建全

国卫生城市，我们每一个人都
应该传递社会正能量，为创建
全国卫生城市做出积极贡
献。希望全体医务人员学习

他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以他
为楷模，传递正能量！

（作者供职于新郑市人民
医院人民路院区）

庞清治出身于中医妇科世家，学习岐黄之术，研读百家之思
想，医理精深；继承祖训，博采众长，经验丰富。

论诊断首重奇经

庞清治的学术思想以论诊断首重奇经，调气血尤重理气、祛
瘀，善用清热祛湿之法著称。他对崩漏、不孕症、更年期综合征
和妊娠病诸证等有独到的见解和治疗方法。他创立了“庞氏逐
瘀止血汤”“庞氏安胎汤”“庞氏更年安汤”等。

诊断妇科疾病，庞清治时常从冲、任、督、带四脉着手。冲脉
为病，胸胁胀满（乳房胀痛）；任脉为病，咽干小腹中间痛；带脉为
病，腰以下重，腰酸冷如坐水中；督脉为病，脊背反折、强直等。
他认为，若在临床上见到一至二脉的证候，纵有经、带症状，一般
也为其他疾病所致，不属于妇科的范畴。因此，庞清治临床诊断
妇科疾病时，冲、任、督、带四脉为首要问诊内容。

脾、肝、肾并治，尤重和脾胃

妇科疾病与脏腑有着密切关系，主要与脾、肝、肾关系密
切。所以，庞清治从整体上调理妇科疾病，时常从脾、肝、肾三脏
入手，结合年龄特点灵活用药。青春期妇女辨治用药着重于肾，
辅助健脾；中年妇女则偏重于肝脾；老年妇女着重于脾肾。在为
患者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他强调和脾胃，主要是因为脾胃为后天
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统摄之本始，对女性生殖器官“血海、胞宫”
有供养和管理作用，所以脾胃和，化源充足则肝有所藏，补后天
助先天，使五脏安和，气血充盈，经脉通畅，则经、带、胎、产、乳等
方面的疾病就不易发生。庞清治在临床上时常运用四君子汤、
六味地黄丸加减和脾胃、养肝肾。

调气血，尤其注重理气、祛瘀

庞清治认为，妇女以血为本，以气为用，气血调畅，病不得
生。若外邪入侵，情志所伤或者脏腑功能失调，使气血运行产生
障碍，血脉瘀阻而见气滞、血瘀之证。气滞血瘀可以发生于经、
带、胎、产、乳等妇科疾病的不同阶段。对此，庞清治临床组方时
善于运用疏肝理气、活血祛瘀之品治疗。一般情况下，治疗妇科
疾病的方剂中都配有理气之品，气滞、肝郁明显可以疏肝理气为
主进行治疗，比如对肝郁闭经、嫉妒不孕等病的治疗，青皮、佛
手、香附、陈皮等均为常用之品。但同为理气药，庞清治在临床
实践中观察到，枳壳以收缩子宫平滑肌为主，香附以舒张子宫平
滑肌为主，陈皮作用居中，故月经病之先期量多多用枳壳，后期
量少多选香附，而陈皮则月经不调均可有之。祛瘀之疗法，庞清
治将其分为活血与逐瘀两种，活血是用活血、破血之品，比如土
元、水蛭、桃仁、川芎等使瘀血消散；逐瘀是选用能引起子宫收缩
而达到消除胞宫内残留瘀血之目的。在临证时，他时常用益母
草、枳壳、焦山楂等组方，创立“庞氏逐瘀止血汤”，用于崩漏、产
后恶露不绝、人工流产后出血不止等病的治疗，使瘀血祛除，新
血得以归经，以达到止血的目的，取得显著效果。

善用清热祛湿之法治疗疾病

庞清治认为，妇科疾病以寒、热辨之，属热者多，属寒者少，
这是由于妇女经、孕、产、乳的生理特点所决定的。经、孕、产、
乳等数伤其血，使机体处于“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状态，若稍
有感触，或为五志化火，或为房室所伤，或过食辛辣厚味等均可
生热而致病，故清热是妇科临床最为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在
为患者治疗疾病时，他时常运用的药物有：黄芩、黄柏、黄连、紫
花地丁、蒲公英、金银花、败酱草等。妇女“阴常不足，阳常有
余”的状态以及经、孕、产、乳各个时期的心理变化，易使其情志
异常而多见气滞、肝郁之症状。肝郁时常致使脾虚，导致脾失
运化，水液代谢失常而生内湿。此外，湿（包括热）亦可因经期、
产育、妇科手术之时感触而来。可是，妇科的湿邪为病，以内湿
为主，与脾关系密切，故祛除湿邪，多采用健脾燥湿、健脾渗湿
以及利水渗湿之法治疗之。他时常运用的药物有白术、茯苓、
山药、薏苡仁、苍术、车前草、泽泻、猪苓、滑石等。在临床上，
他对脾虚湿郁之手足不温者，时常运用健脾利小便以通阳（改
善循环）而治之。对于妇女而言，利水渗湿之法在改善其体内
水液代谢的同时，还有清洁水道使病邪（湿毒病菌）排出体外的
作用，从而有助于妇科病证的治疗。湿热合邪多会导致妇科疾
病，均可由热、湿、湿热所致，或者包含有热、湿之病理因素，故
清热法、祛湿法是最常用的治疗妇科疾病的方法，也是他在临
证时最善于运用的治法。

活用塞流、澄源、复旧三大治崩漏法则

庞清治在为患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结合多年临证经验，认
为热证崩漏的发生与妇女的生理状态有关，热证崩漏多兼气虚；
热证崩漏时常兼有湿热；热证崩漏多兼瘀滞。他分段论治，活用
治崩漏三法。根据对热证崩漏的认识，本着急而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庞
清治一般将崩漏分为3个阶段治疗，即崩下出血量多阶段；漏下出血量少阶段；调
理善后复旧阶段，并在这3个阶段活用塞流、澄源、复旧三大治疗崩漏法则。崩时
塞流必兼澄源首重逐瘀；漏下血少之时，澄源为主，标本并重；调理善后，治本为
主。

总之，热证崩漏发病，原因多端，病变非一脏一腑，时常是因果相干，气血同
病，多脏受累。可是，从整体上来看，其主要为肾、肝、脾虚损失调，冲任不固；从
局部来看，病变位于胞宫，为瘀热内炽兼湿，致使胞宫藏泻失度而崩漏不止。他
认为，整体为病本，局部为病标，多方面兼顾用药，时常会取得满意疗效。这是他
的临证思想之一。

创立了“庞氏安胎汤”

对于妊娠的病理，历代医家都有论述，分析、认识比较全面的，应是清代医家张
山雷撰写的《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其认为“妊娠病源有三大纲：一曰阴亏，精血有
限，聚以养胎，阴分必亏；二曰气滞，腹中增一障碍，则升降之气必滞；三曰痰饮，人
身脏腑接壤，腹中遽增一物，脏腑之机括为之不灵，津液聚为痰液”。庞清治根据妇
女怀孕后生理上的特殊变化，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以及历代医家的论述，将妊娠
的发病机制概括为3个方面：胎前易生热，“热”在妊娠病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妊娠气必滞，气滞则血阻、湿郁；胎前之虚，主要责之脾、胃、肾、肝。

庞清治强调，妊娠病的治疗原则一般是治病与安胎并举。因为妊娠的本身
就包含有母体与胎儿两个方面，而胎有母腹，呼吸相通，赖母血以养，所以母病往
往影响胎儿，胎病也必然影响母体。至于治疗方法，他根据对妊娠病发病机制的
认识归纳为清热解毒、滋阴养血、健脾补肾、理气安胎。一般情况下，怀孕早期以
清热理气安胎为主；怀孕中期以滋阴养胎为主；怀孕后期以清热解毒、安胎理气
为主，如果伴随有其他疾病，应对症治疗。禁用大辛、大温、重坠、通利、逐瘀、宿
急胞宫之剂，以防堕胎。

庞清治结合多年的临证经验，创立了治疗热证妊娠病的基本方剂——“庞氏
安胎汤”。方剂组成：黄芩10克，金银花30克，蒲公英30克，苏梗15～20克，知母
30克，荷叶 10克，白术 10克，砂仁 6～10克，山茱萸 30克，白芍 10克，甘草 4克。
功效：清热养阴，理气安胎。用法：一般情况下，每天1剂，水煎，早晚分服。特殊
情况下，医生应根据患者的病情而定。方义分析：本方主要是依据“胎前多热”

“妊娠气必滞”以及胎居母腹赖孕母肾系、气载、血养的机制而创立的。全方合
用，针对孕期妇女的生理特点共成清热养阴、理气安胎之剂。他在临证时，经常
将本方作为治疗热证妊娠病的基本方，广泛运用于妊娠疾病，特别是妊娠恶阻、
妊娠腹痛、胎漏、胎动不安、滑胎等疾病，多取得满意疗效。

（本报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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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清治（1927～2006）是河南中医学院（现为河南中医药
大学）的主任医师，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他曾任河南中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中华全
国中医学会妇科分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河南分
会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河南中医》编委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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