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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坚，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是继孟河医派费、马、巢、丁四大家之后 ，常武
地区又一代表医家。 张老 1957 年毕业于江苏省中
医学校，早期在河北、天津中医院校执教，1965 年
回常州行医，因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享誉常武。张
老博览群书，精研古籍，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
论》等著作中，悟及岐黄之奥妙，发皇古义，尊古而
不泥古，知常达变，屡起沉疴，业医 60 余载，学验
俱丰，擅长治疗中医内科疑难杂病，在肾病、妇科、
脾胃、肿瘤等多种内科杂病诊治方面均有造诣。 现
将张老部分治肾学术思想归纳整理如下。
1 “三因学说”，赋新内涵

“三因学说”首见于《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
病脉证第一》，张仲景对病因进行了初步分类，分为
外因（客气邪风）、内因（脏腑）及其他诸因（房室、金
刃、虫兽），开创了病因分类的先河。 这种分类方法，
虽然重视了外因，但对内因的阐述不详细。 宋代陈
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继承了仲景学说而
有所发挥，提出内因（内伤七情之极）、外因（外感六
淫）、不内外因（六淫、七情之外的其他诸多致病因
素），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老在前贤的理论基础上，
结合临床实践，对“三因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提出了肾病发病的新“三因
学说”：素因、主因、诱因。

张老认为“肺脾肾三脏虚损”是肾病发生的素
因，其中肾虚最为常见。 《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
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
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脾胃为
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精微，散津液，司统血，是气

血生化之源，滋养五脏六腑、肢体百骸；肾为先天之
本，为一身阴阳之根，主藏精，赖后天脾胃提供的水
谷精微，方能生生不息。 肾为“封藏之本”，“主水，受
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肾中精气的盛衰决定着机
体的生长壮老已。 机体在幼年、青年、壮年、老年的
不同阶段，存在着肾气的不相等性。 幼年精气未充，
老年精气衰退，房室不节或久病等因素均可导致肾
中精气不足，“精气夺则虚”， 因此肾虚是素因中最
重要的方面。

张老认为“风邪”为肾病发病的主因，分为外风
和内风两类。 风为“六淫”之首，善行而数变。 《素问·
水热穴论》提到：“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
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
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 ”风为阳
邪，为百病之长，风邪留恋，搏击水源，源不清则流
不洁。 风邪易挟寒、湿、热、毒等邪合而致病，伤于肾
络，使病情反复、缠绵难解，并滋生湿浊、毒瘀之类
的病理产物。 肾为水脏，内寄相火，外风乘袭，风胜
则动，扰动相火，形成内风，每因外风内侵，内外风
邪同气相求，使病情愈加复杂。

虽然在肾病的发生发展中，素因、主因起着主
要作用，但张老认为“外邪、饮食、劳累、情志”常为
发病的诱因。 肺脾肾三脏俱虚，风邪乘袭，往往是导
致肾病患者易受外邪、饮食、劳累、情志诱发的原
因，因此张老认为素因、主因、诱因“三因”是肾病致
病的共同因素。
2 风邪扰肾，宣肺祛风

宣肺祛风是张老治肾学术思想中具有代表性
的治法之一[1]。 其认为肾病的肇端主因为风邪，风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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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始终。 如上呼吸道感染会诱发急性肾炎的发
作，或慢性肾炎的急性发作，均与风邪外袭密切相
关。 肾病初、中期以外风为主，风邪袭表致肺失治
节、肺气失宣、风遏水聚，出现颜面水肿；中、后期以
内风为主，风邪入络，蕴伏肺系，肺气膹郁，水道通
调失司，甚或内风扰肾，肾失开阖。 其所创立之“宣
肺靖水饮”，由荆芥、连翘、僵蚕、蝉衣、生黄芪、生白
术、防风、石韦、生地、生甘草、鸡内金 11 味药组成。
方中连翘辛凉、透邪清热；荆芥辛温 、开皮毛以达
邪；僵蚕、蝉衣宣肺泄热，祛风胜湿，二药相伍，有升
清降浊，散风清热，化瘀泻火之功；生黄芪补气行
水；防风祛风解表；白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石韦
清肺泄热、利水通淋；生地滋阴清热；鸡内金健运消
食；生甘草甘缓补中、调和诸药。 全方宣肺祛风，辛
凉散邪泄热，因势利导，驱邪外出。

张老效之临床，常随症化裁。 见恶寒发热、头项
强痛、无汗或汗出、鼻塞、咽痒、咳嗽、脉浮紧或缓之
风寒表实或风寒表虚诸症，加麻黄、桂枝之属，以发
汗解表、调和营卫；见发热汗出、咽红肿痛、脉浮数
之风热证候者，伍银花、霜桑叶、杭菊花之类，以疏
风清热；如有高热、面颊肿胀等湿热毒蕴之象，酌加
五味消毒饮（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
背天葵）之一二味以清热解毒；若神疲乏力较甚，或
伍补中益气汤、水陆二仙丹，以补益中气、益气摄
精；见血瘀指征，如月经夹血块，口唇发紫，舌有瘀
斑、紫气，舌下脉络瘀紫，或伴腹痛便秘，则可配合
《宣明论方》“倒换散”（荆芥、 大黄）、《伤寒温疫条
辨》“升降散”（大黄、姜黄、僵蚕、蝉衣）于一方，再加
虎杖、龙葵以升清降浊、导滞通腑；若腰背凉痛，畏
寒肢冷，小便清长，肾中阳气不足，可用阳和汤化
裁，以温里散寒，病获转机后，再进龟版、鹿角片、紫
河车等血肉有情之品，以补肾益精填督。 对于久服
激素者，撤减不宜操之过急，不可刻期撤减，当俟病
情稳定时，逐渐递减，且宜入益肾温阳固本之品以
助少火，可加淫羊藿、巴戟天、肉桂、党参、甘草之
属。
3 肾元衰败，内外同治

张老认为慢性肾衰患者病情久羁，气血津液生
化、转输及代谢受阻，蛋白精微流失，加之部分病例
长期应用激素温补肾阳及利湿伤阴之品，久之脾肾
虚损，气阴耗伤，升降失常，进而形成气机升降出入
逆乱的结果，导致气血津液生化、流通、降泄的紊
乱，最终成为威胁生命的因素，故病机关键在于肾
元亏虚、浊毒内蕴。 其研制开发的保元排毒丸，作为
院内制剂，广泛应用于慢性肾衰的常规治疗中[2]。 保
元排毒丸由冬虫夏草、生晒参、生黄芪、紫丹参、接

骨木、六月雪、生大黄等组成。 方中冬虫夏草性甘
平，益肾养阴；生晒参大补元气、补脾生津；生黄芪
补肺固表、利水消肿；紫丹参苦寒益气、活血化瘀；
接骨木祛风利湿、行血活血；六月雪清热利湿、消肿
化痰；生大黄苦寒泻下，攻积导滞、降泄浊邪。 保元
排毒丸还可以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残余肾功能 [3-4]；其中虫草能保护肾小管上皮细
胞 ATP 酶活性，改善线粒体能量代谢，促进 DNA、
RNA 的合成；大黄有改善肾血流量，清除自由基等
作用。 实验表明，保元排毒丸可能通过上调凋亡抑
制基因 bcl-2 和突变型 p53 基因， 而发挥预防和降
低顺铂肾损害的作用[5]。

同时，张老还强调辨证外治之法，自创“肠泰”
“肠泰清”两方作为结肠透析方 [6]，分别适用于慢性
肾衰脾肾衰败偏寒证、偏热证。 其中慢性肾衰证属
脾肾衰败、寒湿浊邪滞留，患者常见面色晦黯，形寒
怯冷，胸闷腹胀，恶心呕吐，短气乏力，或有肢体水
肿等症，自拟“肠泰”方，药物组成：生牡蛎 60g、生大
黄 60g、生地榆 60g、六月雪 60g、炒槐花 15g、熟附子
15g、淫羊藿 30g、桂枝 10g、益母草 15g、制延胡索
15g。 慢性肾衰证属脾肾衰败、湿热互结，患者常见
头晕目眩，恶心呕吐，口有尿臭，烦热口干，大便秘
结等症，自拟“肠泰清”方，药物组成：生牡蛎 60g、生
大黄 60g、生地榆 60g、六月雪 60g、炒槐花 15g、熟黄
精 15g、生黄芪 30g、紫丹参 15g、半枝莲 30g、制延胡
索 15g。 慢性肾衰容易出现尿量减少、水肿、毒素蓄
积、瘙痒等病变，张老自创药浴方“肾通络 ”，由麻
黄、桂枝、炙甘草、川芎、细辛、红花、苍术、苏木、鹿
衔草、接骨木、桑寄生、鸡血藤等药物组成，浸泡后
煎取药液 5000mL，冷热水调温，保持温度在 40℃左
右，让患者全身浸泡，每次 20~30min，全方开宣肺
气，使水湿之毒从皮毛排出；和解表里，疏上源而利
下流，正如《外科精义》云“疏导腠理，通调水道，使
无凝滞”。
4 肝郁湿热，疏肝通淋

《灵枢·经脉》云：“是主肝所生病者……遗溺闭
癃”，清代名医叶天士也云“淋属肝胆”，提示淋之为
病与厥阴肝经息息相关。 《灵枢·经脉》又云“肝足厥
阴之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素
问·玄机原病式》云：“岂知热甚于肾部，干于足厥阴
之经，廷孔郁结极甚……而神无所用……而旋溺遗
失，不能收禁也。 ”少腹乃厥阴肝经循行部位，若肝
经疏泄失度，气机郁结，则膀胱气化不利；或气郁化
火，肝胆郁热，循经下注；或肝经湿热壅遏，循经流
注于肾，下注膀胱；或肝郁日久化热，淋久不愈，由
腑及脏，由肾及脾，脾肾两虚，湿热伤正，由实转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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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气化无权，或肾精不足，肝失所养，肝气郁结，
膀胱气化失司。 张老认为淋之为病与肝气的盛衰强
弱有关，升达怫郁在淋证中起着重要作用[7]。 对于淋
证一病，张老从肝经入手，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常
获良效。

张老自拟“疏肝通淋汤”，由台乌药、小青皮、广
木香、川楝子、柴胡、炒栀子、滑石、车前草、瞿麦、赤
芍、甘草组成。 方中乌药理气解郁、温肾通淋；青皮
芳香悦志、疏肝解郁，共为君药；木香、柴胡、川楝
子、栀子行气疏肝、清泄郁热，共为臣药；滑石利六
腑之涩结、导湿热下行；车前草、瞿麦渗湿利水、利
湿通淋；赤芍活血通络行瘀，共为佐药；甘草兼调诸
药为使药。 诸药合用，共奏疏肝理气、解郁通淋之
功。

另研发院内制剂“龙凤清合剂”，由龙葵、凤尾
草、萹蓄、土茯苓、炒黄芩、柴胡、白芍、炒枳壳、炙甘
草、桔梗组成。 方中以龙葵、凤尾草清热利湿、凉血
解毒；土茯苓、黄芩、萹蓄燥湿通淋；柴胡启达阳气，
疏解郁滞；芍药调养肝脾；桔梗、枳壳同用，一升一
降，清浊分行。 诸药合用共奏疏肝解郁、清热解毒、
化湿利尿之效。
5 和法缓治，平淡出奇

孟河名医费伯雄在《医醇剩义》中云：“夫疾病
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
去之以归于平，即和法也，缓治也。 ”首次提出了和法
缓治的治则。张老深得孟河医术之奥妙，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用药精简不杂，药性平和，药力和缓，用
量较轻，用药一般 12~13 味，最多不出 16 味[8]。 张老
治疗肾病常用补气养阴、益肾填精、活血化瘀、祛风
抗敏、清热解毒、固精收敛、通络搜剔、除湿通络等
治法。 其用药特色如下：补气养阴常用生地黄、熟女
贞、生黄芪、潞党参、生白术；益肾填精常用紫河车、
木灵芝、仙灵脾；活血化瘀常用红花、参三七、红景
天、石打穿、水蛭、失笑散；袪风抗敏用蝉衣、僵蚕、
雷公藤、防风、徐长卿；清热解毒用六月雪、白花蛇
舌草、石打穿、鹿衔草、毛冬青、珍珠草；固精收敛用
金樱子、芡实、桑螵蛸；通络搜剔用蜈蚣、全蝎、干地
龙、土鳖虫、露蜂房；除湿通络用青风藤、海风藤、络
石藤、千年健、伸筋草、秦艽、豨莶草。

在辨证论治基础上， 不同肾病张老处方用药
不尽相同。 如痛风性肾病，用皂角刺、白芥子以化
痰浊；寒热错杂者，用桂枝、芍药、知母、黄柏、薏苡
仁、牛膝、苍术祛风除湿，通阳散寒，佐以清热。 对
于狼疮性肾炎，可用忍冬藤、青蒿、杜仲、仙灵脾、
炙鳖甲 、青风藤 、海风藤 、防风 、怀牛膝 、秦艽 、桑
枝、苡仁、白芍以滋肾清络，胜湿祛风。 对于多囊

肾、肾囊肿，张老自创“二陈消囊汤”，药用广陈皮、
茯苓、制半夏、生牡蛎、象贝母、皂角刺、薏苡仁、炮
山甲、石打穿等，功能祛痰消肿，活血化瘀，散结清
利。

张老还喜用药食同源之品， 如山药、 藕节、麦
芽、芡实、马齿苋、蒲公英等，认为这些药物不仅是
味道鲜美的蔬菜，还是治病良药，无毒副作用。 如其
认为山药甘平，脾肾双补，能补气养阴，补而不滞，
养阴而不腻，在上能清，在下能固，利小便而止大
便，在滋补药中诚为上品，临床善用山药于慢病的
调补脾胃、热病的滋阴清热等。

张老致力于中医学的发展和创新， 他说：“要
对祖国医学大胆的怀疑，勇于谈缺点，通过实践研
究，批判整理，运用辨证的历史的眼光对待它，扬
弃某些确实失去为实践服务的理论， 这才是对待
祖国医学遗产的正确态度，要这样做，就必须对祖
国医学具备完整的认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 ” [9]

本文通过对张老治肾学术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希
望对中医药事业的继承 、发扬、开拓、创新有所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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