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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栏·

胡国俊基于“三因制宜”理论

辨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验

田文韬１，许文彬２，施卫兵２

（１．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２．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胡国俊基于“三因制宜”理论，根据气候特点、地域特征和个体差异，法于经典，灵活化裁，以寒热虚实

为纲，从“寒、湿、热、虚”着手，总结出散寒、化湿、清热、益气、滋阴、温通等多种治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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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工作

者深度参与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救治工作，

全国采用中医药救治的确诊病例占８５．２０％
［１］。中

医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的生动实践。

胡国俊是国家级名中医、安徽省国医名师，作为

安徽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高级专家组成

员，亲临一线参与了安徽不同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的诊治工作，全程诊治近５０例疑难危重病

例，经过其辨证论治，患者症状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

善，大部分经治后痊愈出院。现将胡国俊辨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经验介绍如下。

１　因时制宜，根据季节和气候因素论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的临床证候特点，

本病归属中医学“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疠”之

气［２］。《素问·刺法遗篇》中系统论述了疫病发生的

原因、治则和预防，指出疫毒的产生源于“天地之气

刚柔失守”，在《伤寒论·伤寒例》《诸病源候论》《温

疫论》等医籍中将此类疫病发病的气候特征概括为

“非其时，有其气”。胡国俊强调，自然界气候的异常

变化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是致病的主要原因之

一，气候异常与否具有相对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

与该地区常年同期气候相比，太过、不及和非其时有

其气均属异常，如六气过则为淫，冬应寒而暖，夏应

热却寒均属此类。另一方面，气候正常变化但人体

正气不足亦可发病。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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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冬季，加上持续反复的阴雨天气导致湿气严重，湿

气太过而为淫，湿与寒相合，导致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以寒湿表现为主，因此以仝小林为代表的医家

认为此次疫情应属于“寒湿疫”。己亥年末的反常暖

冬气候，符合“非其时而有其气”的特点。胡国俊认

为，季节和气候特点决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始

动因素当为寒、湿二邪，其中湿邪是主要因素。季节

决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初期具有寒邪的特点，以

外寒、表寒为主，因此治疗初期可以解表散寒。气候

决定了湿邪为患的本质，随着疾病的进展，结合患者

的临床表现，发现湿邪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主要的

致病因素，是病程进展从轻型发展为危重型的主要

原因，因此采取祛湿、化湿、渗湿等针对湿邪的治疗

尤为关键。在治则上以祛邪为主，治法上需要结合

疾病的不同阶段，证候特点以及寒热的不同变化辨

证论治，用药上则需要少用苦寒之品，宜选祛湿、化

痰之药为主，兼以益气、补阴、温通等为法。

２　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域的发病特点论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

《内经》详细论述了不同地理环境对人体生理、

病理的影响。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医之治病

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

然也。”［３］３１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东方

生风……南方生热……西方生燥……北方生寒……

中央生湿”［３］１３。这些均阐述了地理环境不同，病邪

也不相同，而全国不同地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也有不同的特点。仝小林［４］根据自身的抗疫经

验，提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归属于“寒湿疫”的观点，

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范伏元等根据

患者的表现，发现很多病例具有湿热毒邪夹燥的特

点［５］。从全国各地发布的诊疗方案也可以看出，不

同地区的病机和治则各有侧重，如新型冠状病毒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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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有解表散寒、健脾化湿，调和营卫、益气固表，益气

养阴、扶正固表，清热解毒、化湿行气解表等不同治

法［６］。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云：“东方之域，

鱼盐之地……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治宜砭

石；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脏寒生满

病……宜灸鴌；中央地平以湿，病多痿厥寒热，治宜

导引按?。”［３］３１针对不同地域环境导致的疾病特点

所采取的治法理应有所不同，此为同病异治之法。

胡国俊在深入各地市会诊过程中发现，不同地区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表现确有不同。我国北

方以平原为主，降水偏少，气候干冷，居民喜饮酒、饮

食重味重油，发病以寒湿为主，治疗以散寒祛湿为

要；江南水系众多，降水频繁，居民饮食清淡而喜甘

甜，发病以湿热为主，治疗以清热化湿为宜；中部地

区兼具寒湿和湿热特点，但主要以湿邪为主，当以化

湿、渗湿、燥湿、温通等不同祛湿之法灵活治疗。从

北至南，寒湿逐渐减轻，湿热逐渐加重，需要结合地

域特点，根据个体发病的特征辨证论治。胡国俊强

调，地域虽有不同，寒热有所侧重，但湿邪是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主要致病因素。湿为阴邪，因此临床

多不发热或者低热。湿性重浊趋下，故疲倦乏力，肢

体酸楚。湿邪困脾，则纳差、腹胀、便溏，土不生金，

则肺气虚惫无力排痰，临床表现以干咳为主。胡国

俊特别指出：“干咳无痰非真无痰，肺虚无力外排

也。”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湿邪酿痰在肺内

积聚壅塞，难以外排，导致病情进展，最终形成胸部

ＣＴ摄片上“白肺”的影像。因此，胡国俊在处方过

程中，对于干咳无痰患者，并不一味地润肺化燥滋

阴，仍会加用半夏、胆南星、金沸草等止咳化痰之品，

同时采用南沙参、北沙参、太子参等药补益肺气，促

痰外排。疫情初期，根据不同地域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病例表现特点而采用不同的治法。随着疫情得

到控制，我国本土病例减少，呈现以输入性病例为主

的特点时，在治法治则上更需要体现中医的智慧，宜

灵活变通，因人而异。

３　因人制宜，辨体质差异进行个体化治疗

胡国俊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基本病机为

疫毒外侵、湿困脾胃、痰壅闭肺。扶正祛邪、健脾祛

湿、祛痰清肺是其基本治则，临床中扶正、祛湿、祛痰

缺一不可，但应因人制宜，有所侧重。如《医学源流

论·病同人异论》所言：“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

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

则以病同而人异也。”［７］研究者通过对此次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小部分无症

状感染者，轻型和普通型患者比重较大，而轻型和普

通型患者中又以中青年人群为主，危重型则以老年

患者和具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为主［８］。由于个体差

异，其临床表现也有所不同。《素问遗篇·刺法论》

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认为，正气足则抗病

能力强，正虚则容易感染疫毒。中青年正气充足，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大多为无症状或轻型、普通型患

者，而老年人正气不足，肺、脾、肾等脏器衰惫，容易

进展为危重型。因此，胡国俊指出，对年轻患者，应

以祛邪为主，对于老年患者，应顾护正气。另外，不

同体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表现也有所

不同，如《医原·百病提纲论》曰：“六气伤人，因人而

化，阴虚体质最易化燥 …… 阳虚体质最易化湿。”［９］

杨家耀等［１０］分析８４例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的中医证候与体质，发现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

气虚质者较多。胡国俊诊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时亦重视辨其体质，对于寒湿较重，有外寒里饮表现

者，以小青龙汤和射干麻黄汤加减；对于湿热内蕴为

主，热象明显者，则以苇茎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合生脉

散加减。胡国俊强调：“清一分肺热，就要保一分肺

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本就肺气虚惫，攻伐之品势

必加重气阴的损耗，因此，在处方过程中，常常加入补

肺气、益气阴的药物。其依据“三因制宜”思想，法于

经典，而不泥其方；师其方，而不拘其药；方证对应，有

是证，用是方，善于化裁、灵活加减。

４　验案举隅

周某，女，５３岁，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初诊：患者心慌、胸闷、咳喘、

痰多而白、口不干苦，刻下无发热，饮食一般，寐差，

面晦滞浮肿，舌淡，苔白厚腻。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计数３．８５×１０９／Ｌ，淋巴细胞计数０．４５×１０９／Ｌ，Ｃ

反应蛋白５６．６ｍｇ／Ｌ；胸部ＣＴ提示肺部感染，有胸

腔积液及心包积液；指氧饱和度９２％。既往有２型

糖尿病、高血压病史。治以温阳化饮、止咳平喘法，

拟方：薏苡仁３０ｇ，泽泻２０ｇ，车前子、防己各１５ｇ，

炙麻黄、干姜、桂枝、旋覆花、制附子、生姜、苏子、黄

芩各１０ｇ，细辛６ｇ。４剂，水煎服。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２日复诊：服药后诸症缓解，转普

通病房，尚有活动后胸闷，咳出少量白痰。拟上方加

泽兰、茯苓各２０ｇ，３剂，水煎服。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６日三诊：无发热，无咳嗽咳痰，

无胸闷，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均显示阴性，申请出院。

按　本案患者为中年女性，因患有糖尿病和原

发性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进展

为重型，此为正气不足的典型表现。结合临床表现，

病机应是寒湿困阻，饮邪迫肺，肺失宣肃，治法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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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基于“一气周流”理论探讨柴胡的临床效用

孙　茹，蔡蔚然，滕　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耳鼻喉科，上海　２０１２０３）

［摘要］清代名医黄元御提出“一气周流”理论，将疾病发生的根源归于一气转运不畅，不但用以分析人体的生

理病理，还用以阐释药物的临床效用。基于“一气周流”的理论基础，柴胡的作用归经为足少阳胆经，其病理

变化包含甲木克戊土和相火刑辛金两方面。因此，柴胡的临床效用可归纳为疏木气和清相火。足少阳胆经

之逆造成的头目眩晕、胸胁胀满、口苦咽干、咳嗽呕吐、眼红耳热、瘰疬结核等是柴胡的治证，足厥阴肝经之陷

造成的淋浊、泄利、痔漏、血室郁热等也是柴胡的治证。

［关键词］柴胡；少阳；黄元御；一气周流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２．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２

　　清代名医黄元御提出“一气周流”理论，从气机

升降周流角度出发，阐述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将疾

病发生的根源归于一气转运不畅。其编撰的《长沙

药解》从气机升降角度分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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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用的药物，并举经方为例，内容详实可信，为中

药临床应用提供借鉴。现从“一气周流”理论探讨

《长沙药解》中柴胡的临床效用。

１　“一气周流”理论基础

“一气周流”是后世学者对清代名医黄元御学术

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１］。黄元御分析阴阳五行的

变化、脏腑的生成、经脉的起止、六气的变化、人体生

阳化饮、止咳平喘为主。此例患者以寒湿为主要表

现，胡国俊处方以《伤寒论》小青龙汤化裁。一诊方中

麻黄、桂枝宣肺解表，调和营卫；干姜温肺脾之阳，温

阳逐饮；细辛温里散寒，温肺化饮。胡国俊强调，半夏

虽有逐痰利水之功，但从《伤寒论》中可以看出半夏善

于清利三焦、胃脘之痰水，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出现饮停心包、胸腔，面晦浮肿，非半夏所能利，因此

选用泽泻、车前子、防己通利心包、面部积水，使水湿

从小便而出。附子既可助阳解表，又可助阳化气以利

水饮，还可补肾气以止肺喘，一举三得。小青龙方中

五味子虽为止咳之品，但其侧重因虚致咳，具有收敛

止咳、补益之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痰饮壅塞，

多为实证，因此易五味子为旋覆花和苏子降气平喘、

化痰利水。芍药有收敛之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胸闷痰多，湿为阴邪，因此去原方之芍药。甘草本

身有蓄水之功，患者中满、水停，也不予使用。生姜

辛温，可加强解表散寒、温肺止咳之功。薏苡仁健脾

渗湿力强，培补中土，脾健则湿去金生。患者虽刻下

无热，乃寒湿郁遏之甚所致，加一味黄芩，可防未发

之热，治病于未然也。二诊加泽兰、茯苓加强健脾去

湿之力。三诊诸症全消，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

该案是“三因制宜”理论的典型实践，全方法于经典，

又依据个体化特点灵活化裁，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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