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痰是一种病理产物!因痰继发的病证很多!颇为

复杂，见症多端，故有“因病生痰! 因病致痰!百病多

因 痰 作 祟 ，怪 病 多 痰 ”等 说 法 。诚 如 《古 今 医 鉴·痰

饮》所说：“痰乃津液所化，或因风寒湿热之感，或七

情 饮 食 所 伤 ，以 致 气 逆 液 浊 ，变 为 痰 饮 。或 吐 咯 上

出，或凝滞胸膈，或留聚肠胃，或留注经络四肢，随

气升降，遍身无处不到。其为病也，为喘为咳，为恶

心呕吐，为痞膈壅塞关格异病，为泻利，为眩晕，为

嘈杂，为怔忡惊悸，为癫狂，为寒热，为痛，为胸膈辘

辘有声，或脊背一点常如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皆

痰所致，百病中多有兼痰者。”

中医所说的“痰”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形可见

之痰浊!即呼吸道和其他部位的病理产物!如脓液、

水液、白浊、痰液、鼻涕的分泌物和渗出物#一类是无

形不可见之痰!可见诸不明原因，病机复杂，但症状

具有痰的特点的一类病证。所谓“怪病”，即指一些

病情错杂的病证，因其病机每与痰有关，其症状或

可见有形之痰，但以无形之痰为多。这类怪病虽症

状奇多，辨证复杂，但有共同特点：病势缠绵，病程

较长，病位广泛，变化多端，易扰神明，症状以病变

部位的闷、胀、痞、困、重、麻为主，好发肿块，一般不

红不肿不痛，根脚散漫，脉象弦或滑，苔白或白腻。

上述特点与“痰”不无联系。痰性粘滞，故病情

缠绵，不易速愈；痰属阴邪，故肿块不红不肿；痰浊

阻遏气机，影响气血流通，故有闷、胀、麻、重之感；

痰随气行，无所不至，故发病部位不一。总之，凡见

上述诸症，其病机都与痰有关。现结合临床谈几点

体会。

! 怪病多痰，其痰为标，本质为脏腑功能失调

《明医杂著》指出：“痰者，病名也。人之一身气

血清顺，则津液流通，何痰之有$”《景岳全书》云：“怪

病之为痰者⋯⋯，正以痰非病之本，乃病之标耳。”

“夫人之多痰，悉由中虚而生，”“盗贼之兴，必由国

运之病，而痰涎之作，必由元气之病。”痰非怪病之

因，而是脏腑功能失调之果，因而治痰为治标，调节

脏腑功能失调才是治本。

例 !：患者，男，%& 岁，会计。身困神倦，喉中痰

鸣漉漉，注意力不能集中，工作效率不高。无咳嗽咯

痰，血压正常。全身检查均未见异常。苔多白腻，脉

滑 或 滑 细 。辨 证 属 痰 证 ，系 痰 蒙 心 窍 ，清 阳 不 升 所

致。方用三生饮加减，生半夏 ’& (，生附子 ) (，生天

南星 ’& (，* 剂。服后，瞌睡减少，精神振奋。但停药

’ 周，旧病复发。再服，又改善。反复 +,- 个月，后予

原方加党参 ’& (，黄芪 ’& (，白术 ’& (，肾气丸等健

脾温肾之品。+ 个月后，症状改善，不再打瞌睡，胜任

本职工作。

按：此例“怪病”，初以温药化痰，症有改善，然

疗效不巩固。继之加用健脾温肾之品，调治脏腑阴

阳，标本兼顾，而收全功。可见治病必求其本。

" 怪病多痰，痰之为病，必因原先有病而生痰，故治

病当辨病以求其因

有些医家只重其病，不重其因，以为治痰即治

病，而不去探求因何致痰。《医学正传》：“痰证古未

今详，方书虽有悬饮、留饮、支饮、痰饮诸饮之异，而

莫知其为病之源。”可见治痰不求因古已有之，所以

临床上对一些初看似痰的病证，从痰治而不应或病

不得根治。如单纯用化痰开窍药以治痰证者，能控

制而不复发或根治者为数实鲜。如中风一证，除中

风窍闭时用化痰开窍药外，对于其偏瘫失语等症，

用益气补肾、活血化瘀法治疗，似较化痰法为佳。

例 "：患儿，男。+ 岁时经常感冒，气急痰鸣。% 岁

时来诊，发作尤甚，时有神志恍惚，言语不清，左上

肢活动不灵，小抽搐每月 +,- 次，往往因环境喧闹、

情绪激动或气候变化而诱发，饮食、大小便如常，无

外伤史，患儿从小多病，呆滞，不爱活动，发育较差。

先用化痰开窍药或少量镇静剂治疗，’,. / 即有所

缓解，但不能控制复发。神经科检查，诊为脑发育不

试论怪病多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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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太阳

足阳明

足少阳

足太阴

足太阴

足厥阴

至阴

厉兑

窍阴

隐白

涌泉

大敦

命门（目）

颡大（鼻咽）

窗笼（耳中）

太仓（胃）

廉泉（舌下）

玉英膻中（胸中）

晴明

迎香头维

听会

中脘

廉泉

膻中

表 ! 《灵枢·根结》足六经根结

结名
根 结

井穴 部位 相应穴

手太阳

手阳明

手少阳

手太阴

手太阴

手厥阴

少 泽

商 阳

关 冲

少 商

少 冲

中冲

目

鼻

耳

胸中，肺

心

膻中，心包

晴明

迎香

耳门听会

中府天突

巨阙

膻中

表 " 手六经根结

结名
根 结

井穴 部位 相应穴

经络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将人体的脏腑器官、四肢百骸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其中十二经脉循行首尾相接、如环无端；标本

根结循行纵向树样分布；气街四海循行横向前后分

布，说明经气的循环传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以往

只重视十二经脉的循行而忽视了标本根结、气街四

海的循行，而且此部分也是教材中的难点和疑点，

学生不好理解，本文试从理论及临床两方面论述其

重要性。

! 根结、标本的理论

!"! 标本根结理论的内容 “根”即树根，“本”是树

的根和树干的下部；“结”和“标”则是树木的枝叶果

实部分。古人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将每一条经脉纵

向上下的气血关系进行了描述。具体而言，根是经

脉中“脉气之所起”，即十二正经的井穴；本则是包

括井穴在内的一段经脉。根和本都在四肢的下部即

肘膝以下，所以称之为四根。结是经脉中“经气的终

了”、“脉气之所归”，分布在头、胸、腹的一定部位，

犹如树木的果实；标的意义与结相似，范围增大，增

加了背俞穴，概括而言，头、胸、腹即为三结。“更穷

四根三结依标本而刺”即是依经脉纵向上下关系而

刺，应用极为广泛，比喻生动而切实。

根结和标本同出于《灵枢》，都是突出强调四肢

末端（段）与头面五官和胸腹内五脏六腑的联系，均

是查外而知内，是整体诊断的一部分。根为十二经

脉井穴，结为头面、胸腹部。对此现象王玉川教授称

之为经络树流注形式。

!"# 根结标本的部位 《灵枢·根结》篇记载了足六

经根结，见表 !。

由于历史的原因，《灵枢》中缺手六经根结，后

世根据足六经根结载补写如下，供临床参考，见表 "。

《灵枢·卫气》详细记述了十二经标本部位，从

另一角度扩大了背俞穴的实际应用。见表 #。

论根结标本理论在临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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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脑白质病。中医辨证与辨病相结台，诊为肾虚不

能充髓。因而髓海空虚，中气不足，故而精不上承，

遂治拟健脾益气、补肾填精，方投六君子汤合六味

地 黄 丸 ，加 鹿 角 、龟 版 等 血 肉 有 情 之 品 。调 治 # 个

月，症情控制。嘱继服六味地黄丸之类约 ! ,，以巩

固疗效。随访时患儿 + 岁，除智无机巧，左臂力较差

外，抽搐、咳喘、昏迷等症未再复发。

按：此例可称“怪病”，且有痰浊之证，但单纯从

痰论治虽有近期疗效，仍难免复发。后经检查诊为

脑发育不全，从辨病角度考虑，投填精补肾、健脾益

气之药，症情及时控制，收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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