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正观与扶正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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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正观与正气功能

健康生活方式是固护正气的基础

正气学说是中医重要
的基础理论，邪正盛衰是
中医重要的病机，利用正
气学说解释疾病的发生、
发展及转归，用于指导临
床、保健，为中医的发展和
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
了重大贡献。笔者立足于
中医理论基础，结合多年
的男科临床实践，总结出
扶正观和扶正七法等观
点，强调扶正气在养生、保
健、防病、治病中的重要
性。笔者现将这些内容进
行整理、归纳，供同行研习
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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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说说

您 对 中 医 药 发 展 和 中 医 教 育 的 建
议和意见，写一写关于中医药现状
与问题的文字……《中医人语》《中
医院的故事》《关注中医改革》《中
医药在海外》等栏目真诚期待您参
与！

联系人：李云
联系电话：（0371）85967078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中医人语

关于健康生活方式，中医典
籍《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上古
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
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
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

年，度百岁乃去”的文字记载。笔
者认为，健康生活方式是固护正
气的基础，也是健康的基础，只有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不损
耗正气，才能有足够的正气维持

机体正常运行，并发挥抗邪、愈病
的功能。

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笔者在
“天人相应”“阴阳平衡”“形神合
一”等观点指导下，从整体观念

出发，遵循辨证论治法则，经过
深入细致观察，对疾病的正邪斗
争进行了广泛分析、研究，总结
出方药辨证理论规律，比如扶正
观、邪正盛衰的八种转归和扶正

七法等，以期完善中医正气理论，
从而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积
极努力。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硕
士研究生导师）

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员苗 军）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
基层党建工作模式，增强基层党组织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7月24日，河南省红
十字血液中心（简称省血液中心）党委与
洛阳市中心血站党支部联合举办“党建联
建”活动。

在以“共建共享促提升，凝心聚力谋
发展，携手并进铸辉煌”为主题的座谈中，
双方就如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形势下无偿献血组织动员和招募工作，

如何推进基层党组织
品牌建设等分享经验
做法，并就工作中的重
点、难点进行了深入探
讨。

省血液中心党委
书记岳立宏说，此次

“党建联建”活动，标志
着双方在构建互带互
动、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党建工作新格局方面迈出
了重要一步。双方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携起手来，不断强化双方党组织的政治功
能和服务功能，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深
入融合，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破解新形势下
血站党建难题，以党建高质量引领采供血
事业高质量发展，共同开辟采供血工作新
局面。

洛阳市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站长吕
运来在致辞中，介绍了该党组织基本情况
及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他说，此次“党建

联建”活动是双方全面加强合作的开始。
未来，双方将继续通过创新联建机制、探
索联建途径、优化联建方式，将党建工作
与业务发展深入融合，为两地采供血事业
高质量发展做出努力。

座谈结束后，省血液中心相关人员到
洛阳市中心血站纱厂南路献血屋指导交
流，并赴河南省红色教育基地“中共洛阳
组”诞生地纪念馆参观学习。

在“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面
对党旗，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五
四惊雷开天辟地”“薪火相传古都新生”
等 9 个展厅；通过文字、图片、文物资料
和多媒体影像等形式，详细了解河南省
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诞生的革命
历史。

在活动中，吕运来、岳立宏分别代表
双方签订了“党建联建”协议。洛阳市中
心血站全体班子成员，省血液中心副书记
刘伟峰、副主任李建斌，双方部分中层干
部参加了活动。

参观学习 刘春红/摄

省血液中心与洛阳市中心血站

以党建引领采供血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了强化河南省急诊医务人员专科技能，
加强急诊科医务人员规范化培训，促进急诊科
规范化建设，由河南省急诊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河南省急救中心、河南省人民医院主办的
2020年第二期急诊实战训练营于7月23日～
24日在滑县人民医院顺利开班。来自滑县县
直医疗机构以及安阳市、焦作市、开封市等地
的急诊专家300余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会。

培训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的形式，不
仅强化了医务人员对急救技能的掌握和运用，
还有助于加强急救流程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提高医务人员的急诊急救水平和应急处理能
力，为维护群众健康，建设健康中原做出更大
贡献。 宋向龙 陈晓滑/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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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资
源，不仅对常见病、多发病疗效显著，在
治疗疑难杂症方面还具有显著优势，且
具有整体调节、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防
治结合、简便验廉、用药安全的特点，并
能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

但目前各地中医资源分布还不均
匀，布局还不够合理。优质中医资源主
要集中在三级中医医院，中小中医医院，
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吸引力还不
大，有中医馆被“冷落”的现象。

如何化解矛盾，让广大群众能够就
近放心看中医，在家门口享受到中医专
家优质服务，是目前振兴中医、提高中医
影响力亟待解决的一项课题。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医疗联合体管
理办法（试行）》，为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逐步实现医联体网格化布局管
理，鼓励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各种形式医
联体。这就需要强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中医服务联动，做实优质中医资源下沉
基层，尤其在社区、乡镇带出一支优质基
层中医队伍、培养一批“基层名中医”；打
造一批中医专科特色品牌，从而构建覆
盖全区域、全机构，点面结合、职能互补
的区域中医医联体，有效提升基层中医
的专业能力；让基层中医门诊、中医病房
不再冷清，吸引力更强，既大大方便了基
层群众，又有效提升了基层机构社会满
意度和信任度。

另外，通过技术培训、专家下沉、门
诊病房联建、“疏通”转诊通道以及远程
诊疗、临床路径管理、电子病历等信息化
中医服务手段，满足不同层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求，让
群众看中医不再舍近求远，逐步实现优质中医医疗服务辐
射各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希望各地中医医院都能守正创新，牵头组建医联体，
将优质中医服务面不断扩展，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二
级、三级中医医院的中医服务水平逐步接近，让优质中医
资源下沉到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从而更好地激活

“基层中医资源”，把优质中医服务充分融入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中，融入慢性病防控中，融入妇幼保健、老年保健、医
养结合中。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医院）

一是正气的来源。中国古代哲学
认为，气是宇宙形成的本源，万物由气
构成，并以气互通；气是构成和维持人
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是永恒运
动的，气的运动以阴阳、五行作为表
现。二是正气与邪气的关系。中医学
认为，正气是相对于邪气而言的，是邪
气的对立面，是人体防病抗病的根
本。笔者认为，正气是人身之气，是构
成全身各脏腑组织、运行全身，并维持
自身正常运行（阴阳平衡、脏腑协调）
的能力；是机体对抗外界干扰、适应内
外环境变化的能力，是机体抗病的能
力以及病后康复和预防复发的能力；
是元气、真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
之气、经络之气的总和，是全身组织及
功能活动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根本，
是“治病必求于本”之本。同时，邪气
是相对于正气而言，凡是导致机体阴
阳平衡失调、疾病发生的一切因素均
可称为邪气。

结合多年临证经验，笔者认为，疾病的
发生是正气不足的结果，由此提出扶正
观。在临床上，在保健过程中，要充分认识
正气的作用，始终关注患者正气的强弱，始
终不忘固护正气，将扶正或扶正祛邪作为疾
病的根本治疗法则；要教会患者采用健康的
生活方式固护正气。

依据中医理论，笔者认为，可将正气总
结为5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协调五脏六腑。中医认为，人是以
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5个系统具有各自
的功能且又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维持
全身机能正常。同时，维持各个脏腑功能的
气称为脏腑之气，是正气的一部分。

肾的气化作用是脏腑之气，是正气的
一部分，是指肾对水液代谢的调节作用。
肾的气化功能是否正常，在维持体内津液
代谢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尤其尿液的生
成排泄，依赖于肾的气化。肾与膀胱通过
经络的络属构成表里关系，肾主气化、膀胱
贮尿，二者在生理上共同完成津液的气化
和排泄作用。正如《素问·灵兰秘典》中有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
焉”的文字记载。这说明津液之所以贮存
于膀胱而不外泄，是依赖肾气的固摄功能，
当津液贮存到一定的程度时能及时排出体
外，又赖于肾气的气化功能，故合称为肾的

开合作用。
在病理情况下，如果开合失调，则出现

排尿异常症状。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大多年
过半百，正气不足，肾气自虚；前列腺实体组
织的增生可归于“癥积”范畴，属于瘀阻为
患。肾失气化，开合不利，加之水道“癥积”
瘀阻，过多的水液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形成
本虚标实之症。肾虚为本，瘀阻为标，标本
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致使肾气愈虚，瘀
积愈重，导致水道闭阻，形成癃闭。故笔者
认为，癃闭（前列腺增生症及并发的膀胱逼
尿肌收缩功能障碍）病机为“正虚生积”，其
病理基础为“正气虚损、肾失气化、瘀阻水
道”，正气虚损、肾失气化为病之本，瘀阻水
道为病之标。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扶
正化积”的治疗原则，自拟“扶正化积癃闭
汤”治疗癃闭，时常能够取得满意效果。

二是维护阴阳平衡。阴阳学说是研究
阴阳的内涵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阐明宇
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一种古
代哲学。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
的各个方面，广泛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
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养生保健以
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人体正常的生命活
动，是阴阳两个对立统一方面的系统平衡结
果，疾病的发生标志着这种平衡协调关系被
破坏，所以说阴阳失调也是疾病发生的基本

病机之一。
可是，是谁维持阴阳平衡协调呢？是谁

在阴阳失衡、疾病发生时，使之重归平衡
呢？笔者认为，维持阴阳平衡的主要作用者
是正气。阴阳作为对立的双方，当一方面出
现衰弱，另一方面不可能出现同等的衰弱而
保持平衡，也不可能等待对方恢复正常而保
持平衡，否则就不会有阴虚、阳虚，也不会有
阴盛阳衰和阳盛阴衰等现象。对此，笔者强
调，当一方出现强盛和衰弱时，需要正气来
进行协调以保持平衡。

三是应内外环境变化。人生活在自然
界、社会上，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影响，风寒暑
湿燥火热、喜怒忧思悲恐惊、职业、饮食、污
染、辐射等诸多因素时刻影响着身体。为
此，人体需要依靠正气进行抵抗调节，保持
身体健康。一旦影响超出了正气的调节范
围，就可能发生疾病。

四是抵抗邪气入侵。从人出生到死亡，
正邪在不断斗争中，外来之邪和内生之邪在
不断影响机体，正气（包含卫气的作用）时刻
护卫着机体，不断抵抗各种邪气对机体的侵
袭，才使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

五是促使病体康复。当身体出现疾
病时，正气会随时发挥作用，祛除邪气，修
复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痊愈，并预防疾病
复发。

结合多年临证经验，笔者提出扶正七
法，主要内容如下。

1.固护正气。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正
气不足的结果，固护正气是养生、保健、治疗
之本。对于未病之人，采用健康生活方式固
护正气，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于一些
病因不明，病机不清，临床无有效治疗办法
的疑难杂症，扶正气或许可以迎刃而解；治
疗过程中，不忘扶助正气，不伤正气。这是
笔者固护正气的理念。

2.正邪交争，祛邪而不伤正，祛邪即是
扶正。当正邪交争，邪盛而正气不衰，临床
症状明显，表现为实证。此时应注意祛邪而
不伤正，例如急性附睾炎，患者局部红肿热
痛，并伴有恶寒、高热、头痛、口渴、便干溲
赤、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等湿热下注之象。
中医可选用龙胆泻肝汤或者仙方活命饮加
减治疗。此时，医者应把握好两个方面：一
不可过用苦寒；二要中病即止，不可伤及患
者的胃气、正气，否则会形成慢性迁延性疾
病。治疗时，医者应注意给邪气留一条出
路，避免出现“闭门留寇”情况。给邪气留一
条出路是中医临床思维的精华部分，是祛邪
而不伤正的基础。

3.正胜邪退，扶正固本。正邪斗争中，
正气战胜邪气，正胜邪退，但正气必定出现
损耗，此时应注意以养生息、扶正固本为主，
不可损耗正气，否则会导致疾病复发。扶正
固本，可以采用健康生活方式，注意适度休

息和运动，也可以配合中药、食疗进行调养，
方可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

4.正胜邪伏，扶正即是祛邪。在临床
中，邪气侵入人体，可能出现正邪交争，正气
胜但未能彻底清除邪气而致邪气潜伏。或
者邪气侵入人体，正气尚胜，未能直接致病，
邪气潜伏，待机而动。这两种情况，一些医
者会采用以观察为主，待发展成为疾病后再
处理的办法，或者等待自身正气旺盛时再清
除邪气。笔者认为，等待不是治疗“正胜邪
伏”的方法，有可能会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发
展成难以治愈的疾病。正胜邪伏应采用积
极态度，尽早“斩草除根”。笔者认为，此时
治疗原则应以扶正为主，扶正即是祛邪，正
气旺盛，就能祛除邪气，使人体获得健康。
同时，医者不可一味祛邪，再伤正气，邪必依
恋不舍，正气愈伤，疾病愈重。

那么，怎样扶正气呢？一是采用健康生
活方式，避免损耗正气；二是服用扶正气的
中药。维护脏腑之气，中医有很多方剂，比
如补肾气，可用大补元煎、肾气丸；健脾气，
可用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补肺气，可用补
肺汤、生脉饮；补心气，可用养心汤；疏肝气，
可用柴胡疏肝散、杞菊地黄丸；健卫气，可用
玉屏风散等。另外，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中
药有多糖成分，比如人参多糖、茯苓多糖、黄
芪多糖等，具有较好的扶正气作用，医者在
临证时可根据病情灵活选择。

5.正邪胶着，祛邪而不伤正。临床上，

经常会出现邪正力量相当，处于胶着状态，
谁也难以出现决定性“胜利”的情况。此时，
要衡量邪正水平以及选择治疗手段，制定进
一步治疗方案。如果有较好的祛邪方法，则
以祛邪为主，但注意祛邪而不伤正。比如慢
性附睾炎，反复发作，时有肿痛，舌黯红苔黄
腻，脉滑数，临床医生时常采用薏苡附子败
酱散和桂枝茯苓丸加减治疗，祛邪的同时酌
加黄芪益气扶正，起到祛邪而不伤正的作
用；如果没有较好的祛邪手段，则以扶正为
主，但应注意扶正而不助邪。

6.邪盛正衰，扶正为主，辅以祛邪。在
临床上，正邪斗争中会出现邪盛正衰的转
归，病情逐渐加重，此时如果继续以祛邪为
主，可能会更伤正气。笔者认为，治疗应以
扶正为主，辅以祛邪，可取得满意效果。

7.正虚邪恋，治标不应者求之于本。在
临床上经常遇到正虚邪恋之证，症状并不明
显，但反复不愈。例如慢性淋病、慢性非淋
菌性尿道炎（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生殖器
疱疹，有的长达六七年，有的每年复发20余
次，多种抗生素、抗病毒药物轮番使用，有的
无效，有的停药即复发。这种情况不是邪气
过盛，而是正气不足，无力抗邪外出，不应再
以祛邪为主。对此，笔者提出了“治标不应
者求之于本”的观点，治疗应以扶正气为主，
使正气充足，自然能够祛邪。笔者在中医辨
证的基础上，结合多糖类药物以扶正气，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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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与邪气的关系

扶正七法及诊疗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