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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痰病学说作为一门专门学说，首创于隋·

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巢元方氏在《诸病源候

论·痰饮病诸候》中对痰饮的病因、病机、临床证候

都详细地加以探讨。但早在《黄帝内经》中即有“太

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饮积心痛”，“少阴司天之

政，四之气民病饮发”等与痰病相关之记载。元代朱

丹溪所著《金匮钩玄》，王 所著《泰定养生主论》则

为推动痰病的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至明清时

期，痰病的研究进入鼎盛时期，同时医家也积累了

丰富的治疗经验，出现了《痰火颛门》（明·梁学孟），

《痰火点雪》（明·龚居中）等关于痰病的专著。

近 .$ , 来，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痰病的论

文已有数千余篇，但多为临床研究，而理论研究则

仅有百余篇，从全国来看，无论是对于中医痰病各

家学说研究，还是对中医痰病基本理论的研究都还

只是处于开始阶段 /#0。同时临床研究散见于各科疾

病，缺乏对痰病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不能不说是

一憾事。

中医所说之“痰”，实为人体脏腑气血失和，津

液运化失常而产生的病理产物，巢元方在《诸病源

候论·痰饮病诸候》中即有“诸痰者，此为气脉闭塞，

津液不通，水饮气停在胸腑，结而成痰”之说。究其

成因，不外乎外感、内伤、饮食劳逸、环境、体质等因

素。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皆可导致脏腑功能失调，

进而引发气机不畅，营卫不和，津液运化失常而生

痰，故有“五脏六腑皆可生痰”之说。《素问·气交变

大论》则有“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甚则饮

发，中满食减”因环境而生痰致病的记载。而山东宋

氏 /!0、北京骆氏/"0则分别从古籍文献和生理、病理、免

疫学角度论述了因饮食劳逸导致体质差异而生痰

致病的机制。

痰 病 的 病 机 ，究 其 脏 腑 ，多 与 肺 、脾 、肾 、肝 有

关。盖因肺朝百脉，主宣降，位于上焦；脾主运化升

清，位于中焦；肾主温煦位于下焦；肺、脾、肾主司全

身之气化，三焦为气血津液之通路，一脏功能失调

则三脏互相影响，进而波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而

论中医痰病学说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郑 凯

摘要1以中医古籍文献和现代临床研究为基础，总结归纳中医痰病的病因、病机，指出中医痰病多与肺、脾

肾、肝有关。同时通过对现代临床研究的归纳，阐明“百病皆生于痰”、“怪病由痰治”的理论。进而论述中医痰病学

在临床上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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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百病。同时又因肝主疏泄，既平衡协调五脏六腑

之气的升降出入，又与脾胃升降密切相关，因此肝

若病疾，必然导致全身气机不畅，进而津液不得输

布，聚积生痰致病。近代临床研究表明，痰与气、血、

津液常相互为病，故临床上有“痰气并病”.%，/0、“痰瘀

同源”.1，20、“痰饮互结”.30之说。

“痰”作为津液代谢障碍的病理产物，同时又影

响着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成为致病的病因之一，

临床上常因其停留于脏腑经络之间，或随气走窜内

扰，从而引发不同病理变化，形成多种临床症状，现

代临床研究发现因痰而涉及的病变有内科方面的

冠心病 4或合并心绞痛5、高血压病、高脂血症、脑血

管意外、癫痫、癔病、精神分裂症、慢性复发性头痛，

肺原性心脏病、室性早博、急慢性支气管炎、哮喘、

肺气肿、慢性呼吸衰竭、糖尿病、甲状腺病，以及梅

核气、闭证、眩晕等；外科方面的乳腺病、脑外伤性

癫痫；妇科方面的卵巢囊肿、多囊卵巢综合征；儿科

方面的喘息性支气管炎、惊厥、精神运动性癫痫；五

官科方面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声带水肿型息肉样变

等。而个案报道更是有一百多种疾病从痰治而愈 .#0。

因此有“百病皆生于痰”“怪病由痰治”之说。

临床上痰饮致病的症状特点有：痞坚、胀满、窒

塞感；呕吐涎沫；咳、喘；短气；冒眩；冷、痛、重感；悸

动；鸣响；口干或渴；情志改变。同时，广州方氏 .#$0利

用多元逐步判别法建立的痰证辨证标准，其准确性、

灵 敏 度 及 特 异 性 均 在 6!7 以 上 ，亦 可 供 参 考 。

主要指标：咯痰、喉中痰鸣、舌苔腻、脉滑。

次要指标：眩晕、嗜睡、肥胖、口干不欲饮、恶心

呕吐。

辨证标准：符合下列任何 # 项，即可辨为痰证。

#）具备主要指标 ! 项。

!）舌苔腻加次要指标 # 项。

"）咯痰加次要指标 ! 项。

%）喉中痰鸣或脉滑加次要指标 " 项。

对于痰病的治疗，因痰病总属阳虚阴盛，本虚

标实之证，依《金匮》言“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故痰证的治疗法则当以温化为主。又“肺为贮痰之

器，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本”，因此治疗上应

以温肾健脾治其本。同时应结合因痰而涉及的不同

病变对证治疗。

痰病的用药应以温肺、健脾、补肾之药为君臣，

常 用 细 辛 、生 姜 、半 夏 、麻 黄 、杏 仁 、白 术 、桂 枝 、茯

苓、山药、山茱萸等。对于不同的病变可佐以相应药

物，如“痰瘀互见”可佐红花、当归；“痰气并病”实者

可佐黄连，虚者可佐石菖蒲；“痰饮互结”可佐椒目、

甘遂等等，临床报道甚多，不再赘述。

在运用中药方剂治疗痰饮的同时，还可以配合

针灸进行辅助治疗。例如痰病伴咳嗽，可针刺肺俞、

太渊、章门、太白；伴神昏癫狂，可针刺心俞、肝俞、

神 门 、丰 隆 ；伴 恶 心 呕 吐 ，可 针 刺 中 脘 、胃 俞 、足 三

里、内关；伴水肿，可针刺水分、气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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