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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伸袁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冶曰叶金匮窑黄疸病脉证

并治第十五曳院野心中懊憹而热袁不能食袁时欲吐袁名
曰酒疸冶曰叶金匮窑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

第十六曳院野夫酒客咳者袁必致吐血袁此因极饮过度所

致也冶遥
4 结语

综上袁仲景对酒的认识和运用甚为完备袁而目

前临床运用经方大都不依原法袁为求简便而弃用方

中之酒袁故难免因此而影响经方疗效遥 吾辈后学当

对仲景理法方药全面学习袁一丝不苟袁深入理解其

精髓袁并灵活地应用于临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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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讲究野天人合一冶袁也即叶道德

经曳所谓野人法地袁地法天袁天法道袁道法自然冶袁从
而形成了野因循天道冶的顺势思维方式遥 顺势袁即顺

应事物自然而然之势袁遵循规律袁加以正确引导推

动袁从而促进事物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1]遥 中医理论

深受古代哲学顺势思维的影响袁 将其运用于医学

领域袁 指导医疗实践袁 这就是中医的 野顺势而治

观冶遥
野顺势而治观冶是中医防治疾病的一大重要思

想袁渊源于叶黄帝内经曳渊以下简称叶内经曳冤袁后世医

家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发展袁 已具有较为完善的理

论基础袁且贯穿于中医治病养生的各个方面袁对各

类病证皆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袁现对叶内经曳

与后世医家有关冶顺势而治观冶的论述进行总结与

阐发袁 并探讨其在高脂血症防治中的指导意义及

应用遥
1 野顺势而治观冶的理论渊源与后世发展

野顺势而治观冶作为传统古代哲学顺势思维在

中医医疗实践中的体现袁其最早见于叶内经曳遥 叶灵
枢窑师传曳曰院野夫治民与自治袁治彼与治此袁治小与

治大袁治国与治家袁未有逆而能治之也袁夫惟顺而已

矣遥 冶将野顺势而治冶作为治国尧治家和治身尧治病的

重要方法遥 张介宾于叶类经窑论治类曳中亦云院野顺之

为用袁最是医家肯綮袁言不顺则道不行袁志不顺则功

不成袁其有必不可顺者袁亦未有不因顺以相成也遥 冶
叶素问窑藏气法时论曳 曰院野肝欲散袁 急食辛以散之

中医“顺势而治观”及其在高脂血症防治中的应用新探

许 珊 汤朝晖 周怡驰 李炜弘 黄勤挽

渊成都中医药大学袁四川成都 610075冤

摘 要 野顺势而治观冶是中医防治疾病的重要思想袁渊源于叶内经曳袁注重顺应机体自我调节趋势袁维护人体自身生

理机能遥在防治高脂血症中袁运用野顺势而治观冶进行指导袁关键在于加强气化动力袁以益胃气尧扶阳气为主要方法曰调节气

机升降袁清升降浊袁协调有序袁促进脂质正常的吸收布散遥野顺势而治观冶因势利导袁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血脂袁还能最大程

度降低机体在治疗过程中的野自伤冶袁使人体恢复健康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抗病能力袁对各类病证治疗都具有提纲挈领的

指导作用遥
关键词 顺势而治 高脂血症 中医药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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噎噎心欲软袁急食咸以软之噎噎脾欲缓袁急食甘以

缓之噎噎肺欲收袁急食酸以收之噎噎肾欲坚袁急食

苦以坚之遥 冶提出顺应五脏各自的特性袁运用五味不

同的作用袁以助五脏恢复其原本生理功能的治疗方

法遥 又如叶素问窑阴阳应象大论曳曰院野其高者袁因而越

之曰其下者袁引而竭之曰中满者袁泻之于内噎噎其在

皮者袁汗而发之遥 冶说的是顺应正气的自然排邪途

径袁协助机体排邪于外的治疗方法遥 这种顺应脏腑

特性尧顺应人体自然排邪途径的施治方法正是野顺
势而治冶思想的表现遥

野顺势而治观冶 作为中医防治疾病的重要思

想袁为历代医家所推崇袁其对不同病证的具体指导

作用袁 在后世医家各自的临床实践中也得到了充

实尧完善与发展遥 如医圣张仲景袁在他的著作叶伤寒

论曳中就处处可见野顺势而治冶的思想袁叶伤寒论曳第
15 条院野太阳病袁下之后袁其气上冲者袁可与桂枝汤袁
方用前法曰若不上冲者袁不得与之遥 冶这里野气上冲冶
是正气仍欲祛邪外出的表现袁 表明此太阳病虽误

下袁但表证仍在袁故予以桂枝汤顺其势而外散之袁
以助正祛邪遥 再如第 166 条院野病如桂枝证袁 头不

痛袁项不强袁寸脉微浮袁胸中痞硬袁气上冲咽不得息

者袁此为胸有寒也袁当吐之袁宜瓜蒂散遥 冶也是用催

吐法顺其势上越而出袁以排出胸膈之邪遥 这里仲景

运用的汗法和吐法袁 都是顺应机体自身正气祛邪

之势以疗病的方法袁虽具体治法不同袁究其本质都

是野顺势而治冶的不同运用遥 后世著名温病学家吴

瑭则把顺应正邪进退之势和脏腑气机之势结合起

来袁应用到温热病中袁归纳出野治上焦如羽渊非轻不

举冤袁治中焦如衡渊非平不安冤袁治下焦如权渊非重不

沉冤冶的名言袁则是冶顺势而治观冶在温病学中的集

中体现遥
2 野顺势而治冶的实质就是自愈性治疗

前文提到袁顺势袁所谓的野势冶袁就是事物自然而

然之势袁即自然规律遥 而在人体这种规律则是机体

的生理机能袁中医理论叫做气化袁是由人体气的运

动而产生的各种变化袁包括气血津液各自的新陈代

谢尧相互转化以及脏腑各自发挥的功能等遥
叶素问窑五常政大论曳院野化不可代袁 时不可违

噎噎无代化袁无违时袁必养必和袁待其来复遥 冶指出人

体内的气化活动尧生理机能是不可替代的袁但人可

以通过野养冶与野和冶以促使其紊乱的生理机能恢复

正常[2]遥 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人体本就存在着自

我平衡机制袁通过阴阳的对立互根尧五行的相生相

克等作用袁能够自我维系动态平衡袁故机体具有自

我调节尧自我修复的能力袁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

自愈力袁其在疾病的发生尧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

重要角色遥 中医野顺势而治观冶强调在防治疾病中要

充分利用与调动患者自身的调节能力袁扶助机体自

愈机制袁反对过度依赖医疗手段袁以外力替代或抑

制自身生理功能遥 这种治疗模式即自愈性治疗袁与
现代医学所流行的对抗性治疗模式恰恰相反袁对抗

性治疗主要是采用化学药物缓解与控制症状袁如抗

炎尧抗感染尧止痛等等袁但随之带来的不良后果则是

抑制甚至戕害了人体自身的愈病能力袁进而引发一

系列新的问题袁如药源性疾病尧医源性疾病等等遥 而

野顺势而治冶不但可以积极有效地治疗疾病袁同时达

到正气不伤或正气少伤的目的袁且最大限度的调动

与锻炼患者自身的修复能力袁其不仅可以治疗当下

的疾病袁还可以增强患者体质袁起到野治未病冶的作

用遥 两者相比袁中医的野顺势而治观冶显然更利于人

体的健康袁故其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大特色袁也是

一大优势遥
3 野顺势而治观冶在高脂血症防治中的指导意义与

应用

3.1 中医对高脂血症的认识 高脂血症是当今社

会的常见病尧多发病袁是人体内脂质代谢失常尧血浆

内脂质浓度超过正常高限的一种疾病遥 中医理论虽

没有野脂质冶的概念袁但古代医籍中对野膏脂冶的记载

类似于现代医学所说的脂质遥 叶灵枢窑五癃津液别曳院
野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袁内渗入于骨空袁补益脑

髓袁而下流于阴股遥 冶叶类经曳亦云院野精液和合为膏袁
以填补于骨空之中袁则为脑为髓袁为精为血袁故上至

巅顶袁得以充实袁下流阴股袁得以交通也遥 冶清窑张志

聪云院野中焦之气袁蒸津液化其精微噎噎溢于外则皮

肉膏肥袁余于内则膏肓丰满遥 冶由此可见袁膏脂本质

上是水谷所化生的人体精微物质袁 其内可补益脑

髓尧营养脏腑袁外可充实肤肉尧濡润筋骨遥 它对人体

有储存能量尧保护脏器尧维持体温等作用遥 但如果外

来摄入膏脂过多尧或是体内膏脂不能正常的转输布

散袁 以致于不能被机体有效利用而滞留蓄积于血

脉袁则反而成为致病因素遥
现代中医治疗高脂血症的手段众多袁包括运用

单味中药尧复方中成药尧辨证分型尧针灸推拿治疗

等袁其疗效不一袁或好或坏遥 首先袁运用经现代研究

表明具有降脂功效的单味中药或复方中成药治疗

高脂血症袁属于治标之法袁并不适于其长久治疗曰而
针灸推拿治疗高脂血症袁也存在患者接受度不高的

问题曰辨证分型治疗为治本之法袁但由于高脂血症

的诊断本来自于现代医学生化指标检测袁其临床表

现无特异性袁且相当部分患者无明显症状袁以致其

辨证分型困难或根本无证可辨袁故现代中医对高脂

血症的证型分类错综复杂遥 笔者认为在防治高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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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问题上袁应当回归中医的野顺势而治冶思想袁从
脂质代谢失常的根源着手袁针对疾病的本质进行治

疗袁以此化繁为简袁综合性地调节血脂袁其不但适用

范围广且更为积极健康遥
3.2 以野顺势而治观冶防治高脂血症的手段 高脂

血症来自于脂质代谢紊乱的结果袁现代医学所说的

人体代谢袁归属于中医理论所谓的气化袁当人体的

气化失司袁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代谢障碍袁并产生病

理性代谢产物如脂浊尧痰浊等遥 故防治高脂血症的

关键就在于帮助机体恢复气化功能袁其主要包括加

强气化动力与调节气机升降两大手段遥
3.2.1 加强气化动力 要加强气化动力以达到扶

助脂质代谢的目的袁其主要通过益胃气尧扶阳气两

种途径实现遥 胃气指脾胃的生理功能遥 脂质代谢主

要依赖于脾胃的纳运功能袁胃气强健袁脾胃功能正

常发挥才能使水谷精微得以正化遥 叶内外伤辨惑论曳
中载张元素创制的用于治痞尧消食尧强胃的枳术丸袁
其方由二两白术尧一两枳实组成袁其云院野白术者袁本
意不取其食速化袁但久令人胃气强实袁不复伤也遥 冶
李东垣解释道院野以白术苦甘温噎噎先补脾胃之弱袁
过于枳实克化之药一倍袁枳实味苦寒袁泄心下痞闷袁
消化胃中所伤遥 此一药下胃袁其所伤不能即去袁须待

一两时辰许袁食则消化袁是先补其虚袁而后化其所

伤袁则不峻利矣遥 冶这体现了张元素野令真气实袁胃气

强袁积自消矣冶的观点袁食积与脂质一样袁其转输布

散都依赖于胃气的气化作用袁 故在高脂血症中袁要
注重通过强健胃气袁加强气化动力袁以使脂浊自然

归于正化遥
叶内经曳院野阳化气袁阴成形遥 冶这是阴阳气化规

律的具体表现形式袁 其所表达意义与现代医学的

野新陈代谢冶大体一致袁是指机体的物质与能量是

通过气化以阴与阳的形式而互相转化的过程 [3]遥 阳

化气太过袁则阴成形不足曰而阳化气不足袁则阴成

形有余遥 由脾胃吸收的水谷精微袁或发挥各自的生

理功能袁 或贮存起来成为能量储备或成为生命形

体结构袁若超过一定程度袁人体之阳气化不及袁便
形成脂浊尧湿痰等病理性有形之物遥 血脂为有形之

物袁属野阴冶袁其吸收转输排泄依赖于阳的气化功

能遥 故扶阳气可以通过增强野阳化气冶的功能袁以达

到使体内堆积过多的属野阴冶的膏脂归于正化的作

用遥
3.2.2 调节气机升降 气的基本运动形式即升尧
降尧出尧入袁升降出入正常是机体气化功能正常发挥

的前提遥 一旦升降出入失常袁气机滞塞袁清气不升袁
浊气不降袁则百病由生袁甚则危及生命遥 正如叶素问窑
六微旨大论曳所云院野非出入袁则无以生长壮老已曰非

升降袁则无以生长化收藏遥 是以升降出入袁无器不

有冶曰野出入废袁则神机化灭曰升降息袁则气立孤危冶遥
可见中医理论已将气机升降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袁
而在高脂血症的防治中袁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则显

得尤为重要袁 因为脂质代谢主要依赖于脾胃的功

能袁而脾胃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袁脾胃气机升降

有序直接关系到脂质正常的吸收布散遥 叶素问窑经脉

别论曳院野饮入于胃袁游溢精气袁上输于脾袁脾气散精袁
上归于肺遥 冶叶素问窑太阴阳明论曳院野四肢皆禀气于

胃袁而不得至经遥 必因于脾袁乃得禀也遥 冶叶素问窑五脏

别论曳院野夫胃尧大肠尧小肠尧三焦尧膀胱噎噎故泻而不

藏袁此受五脏浊气袁名曰传化之腑袁此不能久留输泻

者也遥 冶脾主野升清冶袁胃主野降浊冶袁升清尧降浊对立统

一维持着消化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袁 脾胃升降相

因袁相辅相成袁才能使清浊二者各归其正化袁而各尽

其用遥 故在施治高脂血症时袁也应顺应机体这种清

浊之气的升降规律袁 或升脾气或降胃气或升降同

调袁以使其升降出入协调有序袁进而发挥正常的气

化功能遥
4 小结

从以上探讨可以看出袁野顺势而治观冶是指导中

医防病治病的重要思想袁其注重顺应机体自我调节

趋势袁维护人体自身生理机能袁对各类病证都具有

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遥 其在防治高脂血症中袁以扶

助人体气化功能袁促进脂质代谢为重点袁以益胃气尧
扶阳气尧调节气机升降为主要手段袁多种途径袁因势

利导袁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血脂袁还能最大限度降

低机体在治疗过程中的野自伤冶袁使人体恢复健康的

同时也提高了自身抗病能力遥 以野顺势而治冶为原则

治疗高脂血症袁其适用范围广袁且最为积极健康袁又
能发挥中医自身优势袁值得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研

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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