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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淮河骨科医院诚聘医界精英
信阳淮河骨科医院（原工区路四里棚骨科医院）始建于2005年，是一所集医

疗、康复为一体的二级专科医院。信阳市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原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河南省城镇居民（职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阳市工伤
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高薪诚聘康复医学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骨科、医学
影像科、B超、检验科、护士等医疗专业人员。真诚欢迎医界同仁前来合作发展！

联系人：杨劲松 联系电话：13939715700
地址：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56号

广告

由河南好耐公司新推出的“沐健臣”牌消毒液，不仅适用于各类硬质物
体，而且适合清洁瓜果蔬菜类食品，是广大群众理想的生活用消毒产品。为
了让广大基层劳动者受惠，现开展免费向村医赠送活动，全省名额限定 700
名。先询先得，额满为止。只需打个电话，即可免费获得 2 瓶。欢迎代理，欢
迎考察。

河南经销地址：郑州市杨金路聚方科技园
联系人：温春峰 马 丽 电话：18039102323 （0371）55636136

广告

消毒液诚招代理
免费向村医赠送700份

广告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微信直播课
★18种体质分析
★200种证型分析
★对应360味中药
★零元合作/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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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能体质分析与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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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微信：mcn1168
联系人：焦老师15801679829

世界中联（北京）中医科学研究院

阐发医经出新知——《医经溯洄集》
□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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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肿瘤，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手
术、化疗、放疗等治疗方法。其实，治疗
肿瘤可以尝试相对保守的中医疗法。这
并不是说保守等待不去治疗，而是发挥
中医药优势，运用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
传统疗法让肿瘤患者带瘤生存，或帮助
手术患者提高治疗效果，从而提高生活
质量。

中医认为，肿瘤的发生与正气亏虚、
癌毒侵袭有关，因此肿瘤的治疗原则就是
振奋人体正气，促邪外出。

有一位多发转移性滑膜恶性肿瘤患
者，曾先后在多家医院进行多重化疗，结
果不理想。最后，改用昂贵的口服化疗药
物治疗，每月花费上万元，但仍控制不住

刺骨疼痛。由于家庭困难，加之化疗药物
引起的全身皮肤黏膜损害和严重的腹泻，
患者便想试试中医调理。

患者来到笔者所在的医院就诊时，右
下肢疼痛、肿胀，经过检查，查阅病历后，
确诊患者为气阴两虚证。笔者与科室治
疗组共同协商后，制定了一套“内外同
治，绿色疗法”的中医治疗方案为患者治
疗，即运用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结
合传统中医经典方剂进行扶正抗癌治
疗。

第一周，以改善食欲为主；第二周，改
用汤药+外用消癌散，内外同调（此时，患
者已停止化疗）；第三周，通过复查，发现
患者正气渐盛，后改用扶正攻癌，汤药+

攻癌散双向治疗，患者症状明显好转；
第四周，再次复查化验指标、肿瘤标记
物等已经恢复正常。患者虽然病情好
转，但仍叮嘱其坚持中医治疗，保持好心
情。

在临床上，笔者发现中医治疗肿瘤的
优势和作用有以下几点：

一是扶正祛邪，增强免疫力。放化疗
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把有害的细胞杀
死，但同时也杀伤了正常的细胞，导致人
体变得虚弱。放化疗会造成人体的紊乱
和对立，因此必须要有一种治疗方法来调
节人体的平衡，重铸和谐，而中医在调理
方面一直是比较擅长的，可以增强免疫
力，提高抵抗力。

二是缓解放化疗的副作用。放化疗
后，很多患者会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
等副作用，此时服用中药对副作用的改善
是非常好的。如果是体质较弱的患者，在
放化疗或手术前后就开始服用中药辅助
治疗，能提高患者的耐受性，帮助患者顺
利完成化疗。

三是改善体质，调节患者情志。肿瘤
患者身体的痛，可通过药物和医疗技术来
缓解，而心里的痛，却往往被医生和家人
所忽视。肿瘤患者往往精神紧张、压抑、
焦虑，这对疾病的治疗和预后是不利
的，中医药能帮助患者调节情志，改善
体质。

（作者供职于郏县中医院）

鹅 血
□王光安

■中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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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之路上的中医智慧
□杨晓贞

■我与中医

冬季，包括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
寒、大寒等6个节气。冬季天寒地冻，万物
凋零，北风凛冽，生机潜伏，阳气内藏，万物
蛰藏时令，五行中属水，与人体有着密切的
关系。人体和万物一样，要顺应冬季的天
气特点，各种生命活动都要有所“潜藏”。

此时应少做户外剧烈运动，使得正气
得到补充和保养，为来年增添精气和能
量。

中医认为，肺恶寒、肺开窍于鼻，冬季气
温骤降，空气干燥，容易伤及肺脏。冬季也
是感冒、咳嗽、肺炎、上呼吸道感染等最常发
生的季节，因此，冬季养生之道其实在于养
肺。

——早睡晚起多休息——

起床的时间最好在太阳出来之后。
一般来讲，早睡养人体的阳气，晚起养人
体的阴气。睡觉时不要贪暖而蒙头睡，
被窝里的空气不流通，氧气会越来越少，
时间一长，空气变得混浊不堪。人在这
样的环境中睡觉，就会感到胸闷、恶心或
从睡梦中惊醒、出虚汗，第二天会感到疲
劳。

——不建议早起锻炼——

冬季在冷高压的影响下，早晨往往会有
气温递增的现象，即上层气温高而地表气
温低，大气停止对流活动，从大气污染的
角度讲，早锻炼是不适宜的。冬季锻炼建
议在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地方做轻松的
运动。“冬天动一动，少闹一场病；冬天懒
一懒，多喝药一碗”。慢跑、跳绳、打球都
是不错的运动，运动强度要得当，不要做
剧烈运动。

——————可适当大笑——————

中医有“常笑宣肺”之说，大笑能使肺扩张，人在大笑中会不
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清理呼吸道，使呼吸通畅，人在开怀大笑时，
可吸收更多的氧气，随着流畅的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获得充足
的氧气。因此，平时不妨多笑一笑，毕竟也有“笑一笑，十年少”
的说法。

——————多足浴——————

古人曾经有过许多对足浴的经典记载和描述：“春天洗脚，升阳
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祛；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
灼。”每天回家泡一泡脚，不但对身体好，还有助于睡眠，何乐而不为
呢？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阐发阐发““亢害承制亢害承制””理论理论

五行学说认为，事物有生化的一
面，也有克制的另一面。若有生无克，
势必亢盛之极而为害，因此必须抵御这
种亢盛之气，令其节制，方能维持事物
的正常生发。王履继承了前人“亢害承
制”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
运动和变化的，宇宙万物没有固定不变
的东西；同时，事物的运动、变化始终保
持一定的规律性，即相互间的协调与平
衡。“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
无制”。“亢”和“制”相互矛盾，又相互依
存，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世上万物生
机就会紊乱。推之于人，机体就会产生
疾病。

其次，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人
体“造化之枢纽”，不仅从正常生化角度
论述了“亢害承制”对机体的调节作用，
还进一步分析了“亢害承制”理论的含
义。“承，犹随也，然不言随而曰承者，以
下言之，则有上奉之象，故曰承。虽谓
之承，而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
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将
人体的“亢”分为“亢”与“不亢”两个层
面来理解，将“承”也分为“克胜之”与

“防之”与之相对应，将有制之常与无制
之变融为一理，指出机体本身存在着

“亢而自制”的能力。这种能力既能维
持人体正常生理的动态平衡，又能克服
某种一时偏亢的病理状态，使人本身具
有的调节、修复、抗邪并促使机体协调
统一的能力。

再次，人体也有“亢而不能自制”的
时候。“亢而不能自制”是疾病发生的机
制。若有这种情况发生，需用汤液、针
石、导引之法助之，制其亢，除其害，以

恢复脏腑之间的动态平衡，达到除疾之
目的。

澄清伤寒和温病澄清伤寒和温病、、热病的概念热病的概念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其感而即病
者，称为“伤寒”；有不即病，过时而发于
春夏者，即称为温暑。王履指出，伤寒、
温病和暑病各有病因、病名、病形，应辨
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
以言治。如伤寒，此以病因而为病名，
发于寒冷之时，而寒在表，闭其腠理，故
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温病、热病
此以天时与病形而为病名，发于暄热之
时，怫然自内而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
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
解之。

王履澄清了关于伤寒、温病的混乱
看法，强调分别治疗，故伤寒者“非辛甘
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
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者“而
后人所处水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
通圣散之类，兼治内外者之所以可用
也”。王履从理论上分析了温病的病理
机制、传变过程及治法，为后世温病学
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王履还定义了寒疫与伤寒、温病的
不同，纠正了阴暑、阳暑名称上的错误，
结合临床实际对暑病用药提出新思路，
亦为后世温病学说的治疗开辟了新路
径。

发挥五郁之治发挥五郁之治

《黄帝内经·素问》曰：“木郁达之，
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
之。”唐代王冰注曰：“木郁达之，谓吐之
令其条达也；火郁发之，谓汗之令其疏
散也；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也；金

郁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郁折
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王履扩充了王
冰解释的含义。一是重新解释了“郁”
的病因病机，将人体之“郁”释为“滞而
不通之义”，认为“或因所乘而为郁，或
不因所乘而本气自郁，皆郁也，岂惟五
运之变，能使然哉”。二是扩充了王冰
所释治法的含义。如对于“达之”，王履
认为应是“通畅之也”，而不是吐法。同
时，举出李东垣“食塞胸中”案例，从“亢
害承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以其肺
金盛而抑制肝木欤，则泻肺气举肝气可
矣，不必吐也”的结论。三是强调对于
食塞胸中而用吐法，应遵循《黄帝内经》

“其高者因而越之”的原则，不必引用繁
复的五运承制之说。

解释阴阳虚实病机解释阴阳虚实病机

《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阳虚阴
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
出而死，下之则愈。”后世医家对此的阐
述多存歧义，王履认为阴盛阳虚指寒邪
外客，阳虚指卫阳虚，阴盛指寒邪盛；阳
盛阴虚为热邪内炽，阳盛指阳热炽，阴
虚指热邪伤阴。寒客于表，故汗之愈，
下之则表邪入里而病重；里热内炽，当
下其阳热，坚其阴津则愈，汗之则反助
其热，重伤其阴故病重。

王履认为阴阳之盛者指病邪而言，
阴阳之虚者指正气而言，明确阴阳有邪
正虚实之分，而虚实又有阴阳寒热之
辨，在阐明伤寒汗下枢机的同时，也驳
斥了以往的错误理解，为后世医家所认
同。

首创真中首创真中、、类中之说类中之说

中风是一种常见疾病，历代医书多

有论述，王履考察前人对中风的论述，
对比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的不同学
术观点，“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
修主乎湿”。提出应明辨中风，倡导真
中风、类中风之分，使中风理论逐渐完
善，“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
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
风也。”这一思想为中医学术开拓了新
境界，也为中风的辨证用药指出了一条
新路。

强调审证求因强调审证求因

历代医家常以四气之因来推论病
理变化，王履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进
行了批判，认为应当从现有的病情来剖
析其致病之因。人体被四气所伤，并不
一定会发病，即使发病，由于人体的体
质有强弱，正气有虚实，时令有太过不
及之异，其病情亦有差异。故提出，应
当从现有的病情来推论其致病之因，而
不是由病因来推论病情。这体现了他
的审证求因观点。

王履认为如果仅从四气之因，就断
定其必发某病，显然过于机械、绝对。
必须根据现有症状，结合邪气的聚散、
正气的虚实、时令的太过与不及等方
面来推测其致病之源，预测病情之变，
方可避免穿凿之弊。这表明了他在发
病学上的辨证观点和治学上的求实精
神。

《医经溯洄集》博采历代医家医著，
特别是经典医籍之长，但又不为经说所
囿，敢于在论述中提出自己新的见解，
不仅推动了明清伤寒学的研究，而且影
响了明清温病学的发展，成为温病学理
论的重要奠基者。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传说，宋代汴梁城里住着一
位心灵手巧的木匠，由于做工精
细，待人热情，每天都是顾客盈
门。为此，他积下了颇为殷实
的家产。木匠 45 岁那年，不幸
患上噎膈，吞咽困难，滴水难
进。虽遍访名医，但丝毫无效，
病情日渐加重。临终前，他对
两个徒弟说：“我死后，你们一
定要在我体内找找是什么东西
在作怪。”

木匠死后，两个徒弟遵师嘱
切开尸体，发现他的食道上长了
一个硕大的肿瘤。他们取下肿
瘤后，杀掉了家中唯一剩下的白
鹅来祭奠师傅，把热血放进了那
只盛着肿瘤的瓷碗。

第二天，他们惊奇地发现碗

中的肿瘤被鹅血化去了大半。
他们由此受到启发，把鲜鹅血推
荐给众多噎膈患者。患者屡用
屡见奇效，病情明显好转。

鹅血为鸭科动物鹅的血，归
心经、肝经、胃经，具有解毒、散
血、消坚的功效，华东、华南地区
饲养较多，羽毛为白色或灰色，
人食用以白色为佳。中医认为，
鹅血性平，味咸，微毒。《名医别
录》言：“中射工毒者饮血，又以
涂身。”《本草纲目》言：“解药
毒。”《本草从新》言：“愈噎膈反
胃。”《本草求原》言：“苍鹅血，治
噎膈反胃；白鹅血，能吐胸膈诸
虫血积。”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奇翁、抱独山人，江苏昆山人，元末明初著名医学家。王履学医于朱丹溪，尽

得其学，《古今医统》称其“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从明洪武四年起，王履任秦王府良医

正10余年，以精湛的医术为天下人称道，其医学著作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元》《医韵统》，以及《小易赋》

《十二经络赋》等，惟《医经溯洄集》流行于世。

王履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的医理为指归，并对著名医家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王冰

等的学术观点加以评述和阐发，著成《医经溯洄集》。《医经溯洄集》内容广泛，短小精悍，提出不少全新见解，

通俗而具有说服力，对明清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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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67078
联系人：杨小玉
投稿邮箱：5432235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