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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外治实用技术培训班
（面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医生）
根据2019年新版《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评价》《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服务能力评价》加强中医药要求，特开办中医外治实用技术培训
班，所传授技术简单易学，学即能用。

培训对象：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医生。每单位
限两人。培训费每人200元（含食宿费150元，资料费50元）。

主讲人：伦西全（1964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百
度搜索“伦西全”可了解详情）

主办单位：安阳市正本中药外治研究所
联系人：王红伟（0372）2588505 18623828505（微信同号）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 来函来电即寄详细资料

广告 广告

生产许可证编号 20160047号
产品注册证编号 豫械注准 20162260056
国家项目收费编号 红外线治疗 340100001 隔物灸法（隔姜灸）440000002

艾灸（艾箱灸）440000001 督灸 440000007

集红外集红外、、灸疗灸疗、、姜药疗姜药疗、、任督疗为一体任督疗为一体

中国原创康复医疗器械中国原创康复医疗器械

征 稿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那

些事，或者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推荐您喜爱的
中医药书籍。

《读书时间》《我与中医》《养生堂》《中药传说》
《杏林撷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联系电话：（0371）85966391
联系人：杨小玉
投稿邮箱：54322357@qq.com

■读名著 品中医

朱震亨力倡“阳常有余，阴常
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
说，认为在泻火、攻邪、补中益气
诸法之外，尚有滋阴大法，申明人
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称为

“滋阴派”的创始人，与刘完素、张
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
家”。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有《格致
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
遗》《丹溪心法》《金匮钩玄》《素问
纠略》《外科精要发挥》等，尤其以
前三者影响巨大。

提出相火论

朱震亨在总结《黄帝内经》以
及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的

“阴火为元气之贼”等理论的基础
上，结合儒家理学太极“阳动而
变，阴静而合”之理，提出了相火
论。

一是认为凡动皆属火。朱震
亨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
此生，亦恒于动。”认为天地万物，
都是恒动的，而“凡动皆属火”。

二是指出了君火与相火的区
别。朱震亨说：“心，君火也。”因
为心主神明，故君火主持人身的
思维活动。相火是一切生命活动
的基础，是推动人身生生不息的
原动力，“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
非此火不能有生”。肝、肾、胆、三
焦为相火的根源，主要发源于
肾。君火、相火，只有互相配合，
才能温养脏腑，推动人身的各种
功能活动，“彼五火之动皆中节，
相火唯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
息之运用耳”。

三是认为相火妄动是疾病产
生的根源。朱震亨认为，相火之
性易起，若五志之火变动反常，则

“五性厥阳之火相扇”，相火就会

妄动，产生病理性的变化，以致
“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
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
死”。心火动则相火动，五脏异
常皆可引起相火妄动。胃气的
强弱，气血津液的通畅与否和心
神的中正平和与否，都对相火产
生影响。

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

针对魏晋以来服食金石类药
物养生的不良风气和《太平惠民
和剂局方》盛行下轻易使用香燥
辛热药物的不良风气，朱震亨提
出了阳有余阴不足论。《黄帝内
经》记 载 ：“ 阴 平 阳 秘 ，精 神 乃
治。”人体只有阴阳平衡，才能健
康。朱震亨吸取宋代理学思想，
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
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认为人
身之阴阳在正常情况下，亦有一
定差异，即人身之阴常不足而阳
有余，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应特
别注意。阳有余阴不足论是朱
震亨最为著名的学术思想，是其
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基本观
点。

一是认为阴精难成易亏。朱
震亨认为，人体“气常有余，血常
不足”，主要是指在正常生理状
态下，阴精难成易亏，不与阳气
相配。在人的生长衰老过程中，
阴精只有在青壮年时期才相对
充盛，而幼年与老年皆阴精不
足，故阴与阳相较，阴不足而阳
有余。

二是认为相火易夺阴精。朱
震亨认为，人的一生经常会遇到
各种情欲刺激，而这些刺激往往
通过心而影响到相火，导致阴精
耗损，进一步加剧“阳有余而阴不

足”的状态，造成疾病产生。“人之
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
之何而可以供给也？”

三是人体动多静少导致阳有
余阴不足。朱震亨认为，自然界
离不开动与静，阴与阳两个方面，
动生阳，静生阴，其中动是主要
的，是化生万物的主体，故阳有余
而阴不足。因此，朱震亨十分重
视动与静对人体的影响，强调动
静相宜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妄动不已可导致疾病，甚至危及
生命。“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
之极也，病而死矣”。

杂病论治经验

一、气证论治
朱震亨十分重视气病的治

疗，认为“人以气为主，一息不运
则机缄穷，一毫不续则穹壤别。
阴阳之所以升降者，气也；血脉
之所以流行者，亦气也；荣卫之
所以运转者，此气也；五脏六腑
之所以相养相生者，亦此气也。”
尤注重气虚证的治疗，其常用的
补气方药以《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的四君子汤为首选，并针对
不同情况加减出入，如气虚脾胃
虚弱，不欲饮食者，主用四君子
汤或六君子汤；脾胃气虚，饮食
不进，呕吐泄泻，或病后胃气虚
怯者，主用参苓白术散；兼有血
虚者，主用八珍汤。这些治法，
被后世称为王道之法，世代相
传，沿用至今。

二、血证论治
朱震亨还重视血虚证的治

疗。临床论治疾病常从血虚处着
眼，善用四物汤。如治疗中风，用
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竹沥、姜汁；
治疗怔忡，用四物汤加安神类药

物；治疗经闭，用四物汤加桃仁、
红花；治疗不孕，用四物汤加养血
养阴药物；治疗咳血，用四物汤加
减；治疗呕血，用四物汤加炒栀
子、童便、姜汁；治疗咯血，用四物
汤加地黄膏、牛膝膏；治疗溺血，
用四物汤加牛膝膏；治疗下血，用
四物汤加炒栀子、升麻、秦艽、阿
胶珠等。

三、火证论治
朱震亨论治的火证，主要是

内火之证，他提出了“气有余便是
火”的观点，揭示了气妄动产生火
的病机理论，总结出虚火、实火、
郁火的治疗方法。

朱震亨将虚火分为阴虚火旺
和气虚发热两种。对于阴虚火
旺，主张补阴为主，凡阴精虚相火
旺者，用大补阴丸；凡阴血虚相火
旺者，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龟
板之类。若属虚火上炎，虚阳浮
越者，用四物汤加降火药内服，并
用附子末调涂涌泉穴以引火归
原。对于气虚发热者，可采用东
垣之法益气升阳泻火，选用人参、
白术、生甘草之类。

朱震亨提出实火可泻的原
则，用黄连解毒汤，或用大黄、芒
硝、冰水之类治疗。对于火盛而
体虚之人，又认为不可骤用凉药，
应用从治或反佐之法，兼用生姜
之类以温散。

朱震亨所说的郁火主要指脾
胃抑遏之邪火，强调火邪内郁不
得宣散泄越者，可以采用发散之
治疗，临床多宗东垣之法。

四、郁证论治
朱震亨认为，郁证是很多疾

病产生的重要原因，“气血冲和，
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
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他认为，

郁证多病在中焦脾胃，与气血郁
滞有关，并将人身之郁证分为 6
种，即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
郁、食郁。六者既可单独致病，也
可相因致病，其中又以气郁最为
关键。他创立了越鞠丸治疗六
郁。越鞠丸用香附治气，川芎治
血，栀子清火，苍术治痰湿，神曲
治食。其中，香附又为主要者，在
使用时根据临床不同情况，灵活
化裁，分而治之。

五、痰证治疗
朱震亨认为，凡情志忧郁、饮

食厚味、外感无汗、滥投补剂，均
可使气血失常，清化为浊，形成痰
证。痰证的病机则多与脾虚湿
滞，气郁火炎有关。脾虚则运化
无权，水湿停聚生痰；气郁则火盛
逆上，煎熬津液成痰。

朱震亨提出“治痰法，实脾
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善治痰者，
不治痰而治气”的基本法则，并针
对痰的不同性质、病证的不同部
位，结合体质的盛衰，加减化裁。
如湿痰者，加用苍术、白术；热痰
者，加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成
痰者，加用神曲、麦芽、山楂；风痰
者，加用天南星、白附子、僵蚕；老
痰者，加用海石、半夏、栝楼、香附
等。

朱震亨提出的相火论、阳有
余阴不足论，以及杂病的证治经
验，对明清医学的发展有深刻的
影响，他所创之学说被发展成一
个学术流派——丹溪学派。后世
医家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等
方面的成就，与朱震亨的启发是
分不开的。继张仲景之后，朱震
亨也被称为“医中圣人”。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

朱震亨及其学术思想简述
□黄新生

■读书时间

明代医家方广说：“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张长沙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杂病，数者而已。然而丹溪

实又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和张仲景并举，被称为集医学大成的朱震亨，是元代著名的医学家，字彦

修，婺州义乌（今金华义乌）人，因其故居有条美丽的小溪，名“丹溪”，学者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因为朱震

亨医术高超，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在世的时候，便被人称为“朱一贴”“朱半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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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
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中写道：“方今秋
雨连绵，襄江之水必然泛涨；吾已差人堰住
各处水口，待水发时，乘高就船，放水一淹，
樊城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于是关羽水
淹七军，于禁被擒，庞德战败被杀。这里的
鳖即甲鱼。

鳖甲，为鳖科动物中华鳖的背甲。中医
认为，本品性寒，味咸，归肝、肾经，具有滋阴
潜阳、软坚散结之功效，适用于热病伤阴、虚
风内动、闭经、症瘕积聚等。《名医别录》言其

“主伤中益气，补不足”。《日用本草》言其“补
劳伤，壮阳气，大补阴之不足”。《本草汇言》
言其“除阴虚疟热，解劳热骨蒸”。营养研究
表明，鳖甲含动物胶、角蛋白、碘质、维生
素Ｄ等，能增加血浆蛋白，抑制结缔组织
增生，调节免疫功能，促进骨髓造血，提高
淋巴细胞转化率；有较好的净血作用，可
降血脂、血压，防止高血压病、心脏病的发
生。

鳖甲胶，为鳖甲经煎熬、浓缩制成的固
体胶，呈棕褐色，具凹纹，半透明，质坚脆，断
面不均匀，具光泽。中医认为，鳖甲胶性微
寒，味甘、咸，入肝、肾经，具有补肾滋阴、破
瘀散结之功效，适用于肾阴不足、潮热盗汗、
手足心热，还可用于肝脾大、肝硬化、闭经
等。取 5 克~10 克，烊化饮服或兑入稀粥中
服食。

鳖肉，为鳖科动物中华鳖的肉，又名甲鱼、脚鱼、水鱼。中
医认为，鳖肉性平，味甘，归肝经，具有滋阴凉血、补虚调中之
功效，适用于阴血亏虚所致的骨蒸潮热、五心烦热、午后低
热、遗精，以及身体虚弱所致的四肢乏力、腰膝酸软等。《名医
别录》言其“主伤中益气，补不足”。《日用本草》言其“补劳伤，
壮阳气，大补阴之不足”。营养研究表明，鳖肉含蛋白质、脂
肪、钙、磷、铁、维生素、烟酸等，能增加血浆蛋白，抑制结缔组
织增生，调节免疫功能，促进骨髓造血，提高淋巴细胞转化
率；有较好的净血作用，可降血脂、血压，防止高血压病、心脏
病的发生。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冬季正是进补的好时节。俗
话说：“冬季进补，来年打虎。”冬季
吃好了，来年春季就能有个好身
体、好状态。但是肺癌患者或家
属，在进补的同时，也不免有所担
忧，总是担心这个或那个到底能不
能吃，该不该补？

河南省名中医、河南省中医药
研究院附属医院肿瘤血液科主任
蔡小平说，中医食疗不仅对肺癌有
辅助治疗作用，还能提高患者化疗
期间的体质，减少放疗、化疗的不
良反应。蔡小平将肺癌患者的饮
食原则归纳为16个字“补充营养，
提高体质；对症食疗，减少反应”。

补充营养 提高体质
蔡小平认为，肺癌早期对消化

系统功能影响较小，要抓住这个时
机，及时全面地补充各种营养成
分，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
以及蔬菜、水果等，增强患者的体
质，使机体能够耐受手术及药疗、
化疗、放疗等治疗手段。化疗期
间，宜选用具有补益肝肾、补气益
精作用的药食两用的食物（如西洋
参、黄精、灵芝、红枣、黄鳝、核桃
仁、蛋类、牛肉），多吃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的食物，如百合、香
菇、杏仁、白果、罗汉果等，可提高
患者体质，减轻化疗药物对人体白
细胞的杀伤作用。

对症食疗 减少反应
在放疗、化疗期间，可用一些

能减轻放疗、化疗不良反应的食
物，如薏苡仁粥。还要针对肺癌患
者出现的症状，对症选用具有止

咳、退热、止血、顺气、宽胸止痛功能
的食物，以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增
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咳嗽多痰
宜吃杏仁、橘皮、枇杷、荸荠等。要
注意不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为了让肺癌患者安稳度过冬
季，蔡小平特地为大家整理了一些
适宜肺癌患者的食谱：

鱼腥草赤豆薏苡仁粥
原料：鱼腥草、赤豆各 30 克，

薏苡仁60克。
用法：加水适量，煮粥食用。
功效：清热解毒，利尿排痰。

适用于咳嗽咯痰、痰黄而黏、痰中
带血，甚则咯血不止、咯吐爽、口渴
欲饮，心烦不寐，大便干结为主要

表现者。
杏仁莲藕汤

原料：杏仁10克，莲藕30克，
冰糖适量。

用法：炖服。每天睡前服用1
次。

功效：润肺平喘。适用于肺癌
咳喘者。

甘草雪梨煲猪肺
原料：甘草5克，雪梨两个，猪

肺约250克。
用法：雪梨削皮切成块，猪肺

洗净切成片，挤去泡沫，与甘草同
放砂锅内。加冰糖少许，清水适
量，小火熬煮3小时后服用。

功效：本方具有润肺祛痰的功
效，适用于肺癌咳嗽不止者。

冬瓜皮蚕豆汤
原料：冬瓜皮、冬瓜子、蚕豆各

60克。
用法：将上述食物放入锅内，

加水3碗煎至1碗，再加入适当调
料即成，去渣饮用。

功效：本方具有祛湿、利水、消
肿的功效，适用于肺癌有胸腔积液
者。

几款肺癌食疗方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经常
处于繁忙的劳务之中，致使人体长期气机
运行失调，加之突发应激性事件，愤怒伤
肝，久而久之，则形成气郁体质。经过长期
对气郁体质的临床观察，我认为可以从以
下3个方面进行调养：

一避致病因素

宋代陈无择认为，疾病的形成，可以
分为外因六淫侵袭，内因七情所伤，不内
外因饮食劳倦、跌仆金刃及虫兽所伤。
因此，应该学会避开或者降低“三因”所
带来的不良影响。如遇大雨、大风、大雾
等不良天气，则尽量不外出；淋雨后，可
首先服用生姜汤，发汗开表，然后及时就
医，将风寒邪气对人体的不利影响降至
最低。这也是《黄帝内经》所述“虚邪贼
风，避之有时”之意。如遇其他致病因
素，处理与此类同。

二调生活起居

调情志 气郁体质多肝郁脾虚，思虑
过多，且大部分患者可以意识到自身情
绪不良的状态，但是不能自制。一方面
应嘱咐其多参加户外社交活动，多看
一些喜剧、相声等文艺节目；另一方面
应嘱咐其在遇到应激性事件时，应有
意识地转移注意力或合理地宣泄不良
情绪。

此外，我发现一部分患者是因病致郁，
如中风后、产后及手术后患者产生悲观情
绪，并进一步发展为气郁体质。针对这一
部分患者应进行充分的医学原理讲解，
并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以将疾病带
来的损害降至最低点，提高康复后生活
质量。

调膳食 可以多食用一些芽类、绿叶类、行气类食物，以发
散、调畅气机，如香椿芽、韭菜、佛手等。亦可将陈皮、玫瑰花等
药食两用之品制作成陈皮粥、玫瑰花茶等药膳、药茶。尤其是
在阳春三月，多食用上述食物可以顺应春季温暖生发之特性，
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调运动 除了做一些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项目之外，亦可
以将双手搓热，以掌面沿胁肋部反复摩擦，以微微发热为度，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疏肝理气的作用；经常按摩肝俞穴、膻中
穴、期门穴、阳陵泉穴、太冲穴等可疏肝理气。

三学养生技能

养生作为生活中常需用到的知识，不仅要在医院讲座
中出现，更应该出现在学校的科普教育之中。刮痧、拔罐、
耳穴埋豆、按摩、点穴等养生技能简便易行、副作用少，可
用来调养体质。对于气郁体质者常见病证，可通过以下养
生技能进行调整。

失眠者，嘱咐其每天晚上11时前入睡。因此时一阳初生，
在此之前较易入睡。要养成按时入睡的好习惯。

耳鸣者，嘱咐其清淡饮食，少食辛辣油腻食物，并教其“鸣
天鼓”自我按摩手法，以改善耳周血液循环。

胃痛者，嘱咐其饮食规律，饥饱有度，勿暴饮暴食，并令其
早晚顺时针揉腹100下，自上而下推任脉100下。

梅核气者，嘱咐其每天适当外出运动，少食生蒜、生葱等辛
辣刺激食物，并令其每天按揉合谷穴、太冲穴5分钟。

月经不调者，嘱咐其少食生冷食物，尤其在月经期避免寒
冷刺激。

乳腺增生者，嘱咐其调畅情志，规律睡眠，清淡饮食，并每
周刮痧1次，刮痧循行前胸肝经、胃经以及背部膈俞至胆俞区
域。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惠民县胡集镇郑家村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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