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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邪痹病的病机与辨治方法
□霍秀红

韦绪性是第五批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
作 50 余年，临床经验丰
富，擅长运用经方分期
论治常见疼痛、疑难病
等。笔者有幸作为学术
继承人，跟随韦绪性老
师学习，现将其诊治伏
邪痹病的经验撷要整理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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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人语

伏邪痹病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素问·痹论》提出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的观点，为历代医家论痹、治痹的
理论渊薮，然而对痹病病机的探
究却见仁见智。根据痹病反复发

作、顽固难愈、证型较多、证多兼
夹、正虚邪实，且互为因果等特点，
其病因绝非仅为发病初期之“风寒
湿三气杂至”一言可概之，且病机
错综复杂。对此，韦绪性老师提
出了伏邪痹病理论。其临床表
现，具有外感病史，疼痛在肢体、
经络，疼痛反复发作，病程较长，
具有顽固难愈，肌肉、关节疼痛固
定不移，关节屈伸不利，得热痛
减，遇寒痛甚；或肢体酸楚疼痛、
沉重、肿胀，举动无力，便溏；或关
节肿大僵硬，皮肤瘀斑，舌质黯淡
有瘀斑，舌苔白腻，脉沉缓或沉弦
紧等特征。其多见于西医之风湿
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反应性
关节炎、肌纤维炎、强直性脊柱
炎、增生性骨关节炎等。

病因病机析要
“风寒湿三气杂至”，仅是伏邪

痹病发生的外在条件：风寒湿热等
邪气痹阻筋脉、骨节、肌肉，致使营
卫行涩，经脉不通，筋爪失荣，骨节
失养，而发生疼痛、肿胀、酸楚麻
木，或肢体活动不便。而先天禀赋
不足、产后体虚、年老虚损、过度劳

累等因素，在痹病的发病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类风湿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有明显的家族
疾病史倾向，即说明先天禀赋不
足，“其本脏自生之病”是主要病
因，而“风寒湿三气”只是发病或
加重病情的诱因而已。

伏邪痹病的病机转化特点：
一是久痹湿必伏，由于湿性黏腻，
故临证治痹，风邪可祛，寒邪能
散，热邪易清，而湿邪难除，湿聚
成痰更易发展为痼疾。二是久痹
肾必伤，使其精气亏虚，骨节失养
而不用，关节也易成为留邪之所，
而五脏之虚，唯元气难补。三是
风药必伤阴（血），用麻黄、羌活、
独活之类风药治疗痹病，虽然可
缓一时之痛，但是因其辛温燥烈，
久用势必耗伤阴血，阴血愈虚，深
入筋骨，而痹病难愈。

伏邪痹病论治心悟
纵览历代医家治痹用药之

道，多以祛邪、通络为原则，而伏
邪痹病绝非祛邪诸法所能根治。
究其原因，除了重视传统的久痛
多瘀、久病入络之说外，大多以温

肾散寒、宣痹通络为法。
治疗伏邪痹病的关键在于因

势利导，疏达外透，应依据取太阳
为少阴之法，即使太阳证不显，亦
应在扶正的基础上，加桂枝等以
疏达太阳经脉，使邪外透。同时，
还应重视养血活血，即所谓“治风
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韦绪性老
师在分析伏邪痹病特点的基础上，
创制“蠲痹笑痛方”，该方由《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之小活络丹化裁而
成。该方包括制附子20克，桂枝、
炒白术、苍术、当归各15克，蜈蚣2
条，制天南星、制川乌、醋乳香、醋
没药各 12 克，鸡血藤 30 克，炙甘
草25克，制马钱子0.8克。制马钱
子研末分3次冲服，连服7天后停
用。需要指出的是，用川乌、附子
治疗痹病，不可盲目强调久煎。
用其逐寒止痛时，煎煮时间不宜
过长，宜将其捣为细末，开水煎煮
30 分钟，尝无麻味即可。本方为
治疗伏邪痹病肾虚寒凝、湿瘀阻
络证之通用方。在该方中，川乌
可温经活络、祛风除湿、散寒止
痛；制天南星可燥湿活络，以祛经

络之痰，消肿散结，并能祛风，善
于止骨痛；乳香与没药善行走窜，
擅长舒筋活络、化瘀止痛。其中，
乳香辛温香润，以行气、活血为
主；没药苦涩，擅长活血散瘀，以
化瘀、消肿为要，二药相配，气血
同治，取效明显。蜈蚣可通经活
络，引诸药直达病所。加制附子、
桂枝，以增强温肾、散寒之功效。
苍术、白术与桂枝、附子相配伍，
使湿得温而化；马钱子苦寒有毒，
善于疏筋骨间风湿，且止痛之力
强；蜈蚣可化瘀通络，与马钱子相
配，可预防马钱子所致全身肌肉
抽搐之毒副作用；鸡血藤能养血
活血，善于通络舒筋，其与当归配
伍，寓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
灭”之义；重用炙甘草，取其补中
益气，缓急止痛之功效，又可以减
轻川乌、附子及马钱子的毒副作
用。如此组方，标本兼治，相辅相
成，则正气复邪易祛，邪气祛则正
自复，经络气血宣通，而痹病自愈。

（作者供职于安阳职业技术
学院，本文由全国名老中医韦绪
性指导）

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构建中医药
原创思维体系。中医药原创思维是根
植于中医药传统文化，揭示生命科学、
构建基本理论、指导医疗实践的创造性
思维方法和模式。只有坚持原创思维
才能保证中医药学术守正创新，才能产
生原创性发明、原创性技术和原创性成
果。因此，若要构建中医药学术体系，
中医药原创思维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

探索中医药原创思维的普遍规律

应全面审视中医药学产生的时代
背景，研究中医药学与中医药传统文化
体系、思想体系的关系，对中医药原创
思维的渊源进行学理性梳理，探索中医
药原创思维的“根”与“魂”。我们应认
真梳理中医药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作用与辩证关系，
研究中医药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产生
的背景，探寻中医药学术代表人物的
知识结构，对中医药代表性的原创性
学术思想的作用机理，从个案研究中
探索中医药典籍、重要医家与原创思
维的共性特征，探索中医药原创思维
产生的普遍规律。

从文化的角度反思原创思维的缺失

要从中西文化思想融通共生和相
互对比的高度研究中医药独有的思维
模式，从中西方文化的比照鉴别中，揭
示中医思维方式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
征。要在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整体
关照下，深刻反思我国传统思维本质
内涵的丢失，深刻反思现代中医药学
术体系内部中医药原创思维的丢失，
更要站在中医药未来学术创新的角
度，深刻反思中医药原创性学术创新
的缺失和不足。

促进中医药思维方法创新

要清醒地认识中医药原创思维的不足和局限，研究
和诠释中医药原创思维在文化、哲学、语言、文字、理论、
方法、实践方面的内涵与界定，形成体系化的学术内涵。
充分利用和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哲学、多元文化和其
他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促进中医药思维方式方法和学
术视野的创新，始终坚持开放和动态发展的原则，构建层
次化、体系化的中医药原创思维，为中医药学术体系的构
建提供根本指导。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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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与
阴阳平衡的关系

□郑捷锋

失眠的病因与调理措施
□韦冬梅

中药配方颗粒的优势
□郭先帅

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
□刘戴维

中医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
和丰富经验的医学体系，它以整体
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强调人体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在中医
诊疗过程中，诊断是非常重要的一
环，而中医诊断方法主要有4种，即

“望、闻、问、切”。这些方法各有特
点，相互补充，共同为中医诊断疾
病提供了全面信息。

望诊
望诊是中医诊断方法中最直

观的一种，主要通过观察患者的面
色、舌苔、舌质、指甲等外部表现来
判断病情。望诊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面色 中医认为，面色可以反
映人体的气血状况。正常人的面
色应红润而有光泽，若面色发黄、
发白、发黑等，则可能与脏腑功能

失调有关。
舌苔 舌苔是指舌头表面的

一层薄膜，它可以反映人体内脏的
病变。正常的舌苔应薄白而湿润，
若舌苔厚腻、干燥、黄褐色等，则可
能与湿热、痰浊、血瘀等病理变化
有关。

舌质 舌质是指舌头的实质部
分，它可以反映人体脏腑的气血状
况。正常的舌质应红润而有光泽，
若舌质淡白、紫暗等，则可能与气血
不足、瘀血阻络等病理变化有关。

指甲 指甲可以反映人体的营
养状况和气血运行情况。正常的
指甲应呈粉红色，若指甲苍白、黄
褐等，则可能与气血不足、瘀血阻
络等病理变化有关。

闻诊
闻诊是通过嗅闻患者的气味、

呼吸声、咳嗽声等来了解病情的方
法。闻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气味 人体的气味可以反映脏腑
的功能状态。如口臭可能与脾胃湿
热有关，体臭可能与肝胆湿热有关。

呼吸声 呼吸声可以反映肺脏
的病变情况。如喘息声可能与痰
饮阻肺有关，呼吸音低可能与气
虚有关。

咳嗽声 咳嗽声可以反映肺脏
和咽喉的病变情况。如干咳无痰
可能与燥邪伤肺有关，咯痰色黄可
能与湿热蕴肺有关。

问诊
问诊是中医通过询问患者的

病史、症状、生活习惯等来了解病
情的方法。问诊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病史 了解患者的病史、家族
史等，以便找出病因和病机。

症状 询问患者的症状，如疼
痛的部位、性质、持续时间等，以便
判断病位和病性。

生活习惯 了解患者的饮食习
惯、作息时间、情绪状态等，以便找
出诱发疾病的因素。

切诊
切诊是通过触摸患者的脉搏

来了解病情的一种方法。切诊的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脉象 通过触摸患者的脉搏，
可以了解脏腑的病变和气血的运
行状况。如脉浮可能与表证有关，
脉沉可能与里证有关，脉细弱可能
与气血不足有关。

脉搏 通过计算患者的脉搏次
数，可以了解气血的运行情况。如

脉搏过快可能与热证有关，脉搏过
慢可能与寒证有关。

脉力 通过感受患者的脉搏力
度，可以了解气血的盛衰程度。如
脉力过大可能与实热证有关，脉力
过小可能与虚寒证有关。

总之，“望、闻、问、切”四诊是
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它们共同
为中医诊断疾病提供全面的信
息。在临床实践中，中医需要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四诊
法，准确地判断病情和制定治疗方
案。同时，中医诊断方法还强调个
体差异和动态观察，所以中医在诊
断疾病过程中，应依据患者的病情
变化，随时调整和完善治疗方案，
以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作者供职于河北北方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中医科）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多种呼
吸道疾病交织。其中，儿童病例数
量明显增加，甚至发展成为支气管
炎、肺炎。

中医认为，这是外邪侵入身
体，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肺脏受损
而发病。医院药房有中成药、中药
配方颗粒等方剂。中药配方颗粒
具有临方调配、服用方便等特点，
受到患儿家长的欢迎。

什么是中药配方颗粒
中药配方颗粒是由单味中药

饮片经水提、分离、浓缩、干燥、制
粒而成的颗粒。它在中医药理论
指导下，按照中医临床处方调配
后，供患者服用。目前，中药配方
颗粒被纳入中药饮片管理范畴，
它的特点是不用煎煮、服用方便、
疗效确切。

中药配方颗粒的优势
疗效可靠 中药配方颗粒是采

用符合药物特性的提取方法制成
的。与家庭煎煮方式相比，中药配
方颗粒按照药物特性的提取方法，
提取的有效成分高，保留了中药饮
片的性味等特征，药效比较强。该
提取方法满足了辨证论治、随证加
减的要求。多项研究文献报道了
中药配方颗粒能缩短治疗周期，不
论是痊愈率还是有效率，均优于中
成药、汤剂。

质量安全 按照标准汤剂的要
求，在制备的各个环节，以最优生
产工艺及质量标准保证中药配方
颗粒质量。在临床研究中，不良事
件报告及安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
药配方颗粒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
一过性的不良事件在停药后均能

缓解。
服用方便 中药配方颗粒不需

要煎煮、即冲即服，不受时间和地
点限制；体积小，密封良好，服用量
少，药量可控；保质期长，养护简
单；携带保存方便，适用人群广泛；
随证加减，符合病情需要；运用中
药智能化调配系统提升了效率，制
药效率高、速度快。

中药配方颗粒的使用方法
冲服方法“一倒”：将中药配

方颗粒倒入杯中。“二润”：加少量
开水湿润、搅拌。“三溶解”：再倒入
开水，用勺子搅拌使颗粒溶解。“四
服药”：待药晾温后服用，严格遵照
医嘱。

注意事项 冲药用水须为开水
（90 摄氏度～100 摄氏度），视药味
多少及药量大小，加水量为100毫

升～200毫升；要搅拌5分钟，使其
充分溶解。其中，有一部分不溶物
为正常现象，混匀后全部服下。这
些不溶物可能是颗粒本身的超微
粉，比如川贝母、田三七等，也可能
是含油脂、胶质、淀粉较重的药物，
比如车前子、山药等。

服药剂量遵照医嘱，服药时
间应根据病情和药性而定，一般
情况于饭后半小时服用；如果出
现结块现象，请勿服用；服药期
间，不宜喝浓茶、咖啡等，不宜吃
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以免影
响药效。将中药配方颗粒放在阴
凉、干燥的地方储藏，不用放在冰
箱里保存，因冰箱内湿度较高，易
吸潮结块。对于开封较久后引起
结块的中药配方颗粒，建议不再
继续使用。

中药配方颗粒的疑问
合煎问题 传统中药饮片是合

煎，而中药配方颗粒是单煎，两者
在疗效上是否等效，是现阶段最主
要的疑问，比如四逆汤合煎能增效
减毒，强心作用增强而持久，毒性
下降。单味中药配方颗粒的成分
含量比煎煮汤剂高，可能加重不良
反应，比如山豆根颗粒不良反应发
生率高于汤剂中的山豆根。

质量监管问题 中药配方颗粒从
生产、工艺、备案、流通到使用环节，在
质量监管方面有一定困难。仅凭有效
成分不能确定药品的来源与质量。

价格相对较高 中药配方颗粒
的制备工艺相对复杂，人员、设备
等附加值较高，增加了医疗成本。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
具有难以入睡、睡眠质量差、早醒
等特点，导致患者白天疲劳、注意
力不集中等问题。中医认为，失眠
与心、肝、胆等脏腑功能失调有
关。在临床上，中医调理具有独特
的优势和方法，对于改善失眠症状
具有显著效果。本文主要讲解失
眠的中医调理方法，帮助大家提高
睡眠质量。

中医对失眠的认识
首先，中医对失眠病因的解

释，具体内容如下。
失眠的病因包括情志失调、饮

食不当、病后虚弱和禀赋不足等。
情志失调包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
绪，影响心神，导致失眠。饮食不
当包括暴饮暴食、过度饮酒等不良
饮食习惯，影响脾胃功能，导致痰
湿内阻，影响心神。病后虚弱和禀
赋不足是指患者身体虚弱，导致心
神失养，出现失眠症状。

其次，中医对失眠的辨证分
型。中医根据中医理论来分析，将

失眠分为以下5种类型：
心脾两虚型 该型表现为失眠

多梦、心悸健忘、神疲乏力等，多因
年老体弱或久病失养所致。

心胆气虚型 该型表现为失眠
多梦、易于惊醒、胆怯、心悸等，多
因受到惊吓或突然遭受打击所致。

肝火上扰型 该型表现为失眠
多梦、烦躁易怒、口干口苦等，多因
情志不畅或饮食不当所致。

心肾不交型 该型表现为失眠
多梦、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等，多
因肾阴亏虚或心火旺盛所致。

食滞胃脘型 该型表现为失眠
多梦、脘腹胀满、打嗝等，多因饮食
不当或脾胃功能虚弱所致。

失眠的中医调理方法
针灸 该疗法是一种有效的

治疗失眠的方法。针灸通过刺激
特定的穴位，可以调和气血、平衡
阴 阳 ，达 到 提 高 睡 眠 质 量 的 目
的。常用的穴位包括神门穴、三
阴交穴等。患者应选择正规的医
疗卫生机构，由经验丰富的中医医

师针灸。
中药内服和外用 中药内服是

治疗失眠的主要方法之一。中医
可以根据辨证分型结果，采用不
同的中药方剂治疗失眠。常用的
中药包括酸枣仁、茯苓、远志等，
具 有 养 心 安 神 、调 和 脾 胃 等 作
用。中药外用多采用中药足浴的
方法，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达到治
疗失眠的目的。

按摩 该疗法可以放松身心，
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程度。按摩
头部可以促进头部血液循环，缓解
头痛和失眠症状。足部按摩可以
刺激足底穴位，调节内分泌系统，
改善睡眠质量。全身按摩则可以
缓解疲劳和紧张情绪。

气功和冥想 气功和冥想是中
医调理身体常用的方法。气功疗
法主要通过特定的呼吸练习和身
体姿势来调节身心，促进睡眠。冥
想是一种深度放松身心的技巧，帮
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紧张情绪，提高
睡眠质量。切记，失眠患者最好在

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治疗。
饮食调理 饮食对于失眠的治

疗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
避免暴饮暴食，保持适度的饱腹
感。其次，要尽量减少辛辣、油腻、
咖啡因等刺激性食物的摄入量；多
吃清淡、易消化、养心安神的食物，
比如红枣、桂圆、莲子、百合等。此
外，患者可以在睡前适量饮用热牛
奶或蜂蜜水，促进睡眠。

起居调理 起居有节是中医
提高睡眠质量的重要环节。首
先，患者要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
表，尽量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
和起床。其次，要营造一个安静、舒
适的睡眠环境，保持床铺整洁、干
燥、柔软，以利于入睡。此外，患者
要尽量避免夜间工作和娱乐活动，
避免兴奋。在睡前可以听轻柔的音
乐，促进入睡。

心理调适 心理调适是治疗失
眠的一种方法。患者要积极面对
压力和不良情绪，学会释放压力
和调节不良情绪。比如，患者可

以与亲朋好友交流，寻求支持；参
加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比如练瑜
伽、冥想、绘画等。此外，如果失眠
情况严重，患者要寻求专业心理咨
询师或治疗师的帮助。

中药预防 中医根据患者的情
况，开具中药治疗失眠。常用的中
药包括酸枣仁、茯苓、远志等，这些
药物具有养心安神、调和脾胃等作
用，可以改善睡眠质量。通过中药
调理，能够缓解疲劳和紧张情绪，
促进身体康复。

综上所述，中医药在失眠的治
疗中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针灸、
中药内服外用、推拿、练气功、冥
想、饮食起居调理及心理调适等方
法，能够改善失眠症状，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然而，在实际治疗
中，还要注意个体差异和操作规范
等因素。同时，加强中医药人才的
培养，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
疗失眠中的作用与优势。

（作者供职于河池市第一人民
医院）

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行代表了
宇宙中5种基本的力量或元
素，即木、火、土、金、水。五行
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这
5种基本要素所构成，它们的
盛衰变化影响着宇宙和自然
的运行，也直接关系到人类的
身体健康。而中医则把人体
看成一个“小宇宙”，由五脏、
六腑、五官、九窍等组成，与五
行元素相对应。

五行与五脏的关系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五

行与五脏有着密切的对应关
系。比如肝属木，与胆相表
里；心属火，与小肠相表里；
脾属土，与胃相表里；肺属
金，与大肠相表里；肾属水，
与膀胱相表里。这种对应关
系不仅表明了五脏之间的相
互依存关系，还揭示了五脏
在生理功能上的相互制约和
平衡。

保持阴阳平衡
阴阳平衡是中医理论的

核心，也是人体健康的基本
条件。在中医看来，人体内
部的各种生理活动都有阴阳
之分，阴阳平衡则身体健康，
阴阳失衡则疾病丛生。因
此，保持阴阳平衡是中医养
生的关键。

调节阴阳平衡的方法
饮食调理 通过饮食调

节来平衡五行元素，是一种
常见的养生方法。例如，肝
火旺的人，可以多吃一些清
淡的食物来降火；心火旺的
人，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
物来清心火。此外，人们还
可以根据五行元素的特点来
选择相应的食物。

针灸 针灸和按摩是调
节阴阳平衡的方法。通过刺
激相应的穴位和经络来调节
五行元素的平衡。例如，针灸
肝经上的空位可以疏肝理气。

推拿 推拿是一种通过
手法作用于人体特定部位的
治疗方法，可以促进气血流
通、舒缓肌肉紧张程度。根
据五行理论，推拿可以针对
不同的脏腑和经络进行调
节，以达到身体平衡的目
的。比如，推拿心经可以清
心降火。

中药调理 中药是调节
阴阳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使用具有相应功效的中

药来调节脏腑功能。例如，
使用柴胡疏肝散，可以疏肝
理气；使用黄连上清丸，可以
清心降火。

调整生活方式 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也是调节阴阳
平衡的重要方法之一。例
如，保持充足的睡眠、适度运
动、良好的情绪等都可以调
节脏腑功能。

养生法则
饮食调整 根据五行理

论来分析，不同的食物对应
不同的脏腑和经络，所以可
以通过合理饮食来调节人
体的阴阳平衡。例如，肺热
咳嗽者，宜多吃清肺的食
物，比如梨、藕等；食欲不振
者，宜多吃酸味食物，比如
山楂、酸奶等；精血亏虚、消
瘦乏力者，宜多吃养阴的食
物，比如海参、鱼翅等；痈肿
疮毒、暑热烦渴者，宜多吃
清火的食物，比如苦瓜、绿
豆等；脾虚食少、肺虚喘咳
者，宜多吃甘味食物，比如
山药、红枣等。

适度运动 坚持适度运
动可以调节阴阳平衡。例如，
打太极拳可以调和身心平衡；
跑步可以增强肺部功能。

情绪调节 保持良好的
情绪也是调节阴阳平衡的重
要方法之一。例如，通过调
节情绪来舒缓肝气郁结等问
题；通过保持乐观的心态来
增强心肺功能等。

养生方法 在选择养生
方法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
质特点来选择相应的养生方
法，调节阴阳平衡。例如，泡
脚可以调和气血平衡；按摩
可以增强脾胃功能等。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群众健康意识
的提高，五行学说与中医养
生知识的应用也在不断发
展。未来，我们可以研究五
行与中医之间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应用五行养生法和
中药调理等方法，提高群众
的健康水平，推动中医药文
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同
时，我们应加强科学研究和
临床验证，不断完善中医药
理论和诊疗方法，以便为广
大群众提供优质的中医药诊
疗服务。

（作者供职于仪陇县第
二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