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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常表现为起病隐匿、病程迁延、关节症状反复发作等特征，具有

六淫中“湿邪”致病的特点。湿邪与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及其病机演变密切相关，故在治疗上应以“从湿论治”的角度，外

湿调和营卫，引湿外达；内湿标本兼顾，健脾和胃；同时针对湿邪病机演变，重视活血通络，冀获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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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

种主要影响关节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它起病隐匿，早期以关节滑膜炎为病理特征，但如

果疾病持续活跃，病情控制欠佳，后期则会造成软

骨破坏和骨侵蚀等不可逆的组织损伤，从而导致

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1]。目前根据国际指南推荐

多采用包括免疫抑制剂或糖皮质激素以及生物制

剂等西医为主的治疗方案，但长期使用存在疗效

下降和毒副作用累积等问题。中医学在RA诊治方

面具有丰富的认识和宝贵的经验。最近一项关于

近十年中医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文献研究分析表

明：关于RA的中医证候要素分布特征，“湿”作为

出现频次第一位的证素，占到了29.6%，远高于其

他证素[2]。笔者所在地为岭南地区，气候潮湿，湿

邪是RA发病过程中的最关键因素，兹将从湿论治

RA探析如下。

1 风寒湿合而为痹，湿邪为重要致病因素

RA在中医学属“痹症”范畴。经云：“风寒湿三

气杂至，合而为痹也”，而《素问·热病论》指出“不

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又提到“风雨寒热，不得

虚，不能独伤人”，从而说明外邪壅盛是该病发生的

外在条件；而正气亏虚，营卫失和，腠理开泄，邪气乘

虚而入是疾病发生发展与演化的内在因素。起初以

邪实为主，久则正气衰弱，虚实夹杂；疾病后期，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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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络，易形成瘀血、痰饮等病理产物。后经历代医家

总结完善，认为导致RA发病的外邪主要包括风邪、

寒邪、湿邪、热邪，其中湿邪在RA的发病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而“从湿论治”也成为中医辨治RA的关键环

节和重要思想。

2 湿邪与RA发病的关系

湿本是自然界六种正常气候之一，但如果化生

太过与不及，则会形成病理状态的致病邪气，即为六

淫贼邪。而关于湿邪为病的特性，历代医家也有着

共识，清代叶天士就有言：“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六

因条辨·伤温辨论》中也提及：“夫湿乃重浊之邪，其

伤人也最广。”RA的发病，也与湿邪本身的致病特点

有着密切的联系。

2.1  湿邪的易感因素 

2.1.1  气候  中医学里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念，认为人存在于宇宙之中，与自然界息息相关。自

然界四时气候交替变更对人体生理功能也产生相应

的影响，从而使某些疾病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倾向性。

《素问·金匮真言论》言：“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

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

而RA作为慢性宿疾，往往也是在季节更替、气候剧变

时诱发加重。湿病一般多发生于阴雨、潮湿等天气，

尤其是春夏适逢梅雨季节，阴雨连绵而气候潮湿，或

者冬春季节更替时，湿更易夹杂寒邪一同入侵，寒主

收引凝滞，可致肢体关节僵硬不舒、屈伸不利。

2.1.2  地域  南方、沿海地区因地理环境，气候较

北方潮湿，更易外感湿淫而生湿病。且南方气候炎

热，属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3]，湿易与热合而为病，

湿热交织，如油裹面，胶着难解，病机也因此变得纷

纭复杂，如薛生白所云：“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

愈横。”

2.1.3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对于体质也有影响，造

成疾病易感。饮食偏嗜和平素喜食肥甘厚味辛辣之

品者，脾胃易酿生痰湿或湿热，湿从中生也；内生湿

热之邪又会影响脾胃升降气机的功能。长期饥饱无

度，也会损伤脾胃，致水谷纳运失调，津液停滞，无

以濡养肌肉骨节等；长期水中作业的人群也更易患

本病。此外，路志正教授结合现代人不良的饮食习

惯和生活方式而致痰湿内生、脾胃受损，进而提出了

“湿邪不独南方，北方亦多湿病”的观点，说明湿邪的

易感性现已不局限于南方，人群普遍易感，患湿阻之

人亦不少见[4]。

2.2  湿邪致病特点与RA病程、症状的关系  RA起病

隐匿，疾病早期常无典型的临床症状。而湿邪致病，

往往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起病，前期症状并不明显，难

以察觉，而一旦显露，则湿邪在体内积滞已久[5]。湿

邪黏腻重着，易留滞于脏腑经络，形成胶着状态；且

湿为阴邪，留恋不已，祛之不易，在致病的病程中常

表现为病情迁延，缠绵难愈。RA作为一种慢性疾病，

病变多持续进展、反复发作，契合湿邪的致病特点。

湿邪黏滞，易形成郁闭、结聚的病机特点。感邪后易

造成机体气机壅滞，气为血帅，气机郁滞则血脉壅塞

不畅，不通则痛，因而患者表现为关节的反复疼痛；

“血不利则为水”，血液运行的调达通畅与否也会影

响津液输布功能。RA患者多有关节肿胀疼痛、酸楚

重着，现代医学认为是滑膜肿胀和关节腔积液所致，

而中医学则考虑可能与上述病机相关。湿邪的影响

贯穿RA病程的始终，若湿不除，则症状反复，病程迁

延，疾病难有向愈之机，唯有釜底抽薪，湿邪去，疾病

方可顺势而除。

3 湿邪在RA中的病机演变

路志正教授曾提出：“湿为土气，兼挟最多也。”

湿邪侵入机体并非孤军作战，湿渗透性极强，常常

兼挟其他外邪为病。从《内经》中对于痹症的描述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可以得出RA的病因

并不是孤立的，湿邪常夹风、夹寒、夹热等，诸种邪

气复合侵入，由表入里，由浅入深，进而留注在肌肉

筋骨关节等部位，疾病病机也因此复杂而多变。同

时，由于湿邪本身的性质和致病特征，使得在RA发

病过程中，湿邪易转化为其他病理产物而引起新的

病理变化。

“气为血之帅”，湿邪重浊黏滞，易阻气机，势

必影响血液的正常流动运行，从而形成瘀血等病

理产物。湿易困脾阳，脾失健运，中焦水液的输布

受阻，水湿内生而凝聚成痰；同时，湿郁日久，邪气

由气入血，病久血伤入络。《素问·痹论》曰：“病

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清·叶

天士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后世医

家多认为“久病入络”是久治不愈疾病发展的共

同规律[6]。综上所述，湿邪在RA的致病过程中易转

化为痰瘀等病理产物，同时病久还易出现邪客络脉

等病机变化。

4 从湿论治RA的治则治法

从湿论治RA，首先要辨清外湿还是内湿。外湿

主要为感受外界湿邪所致，而内湿则主要责之肺、

脾、肾三脏虚损，肺失通调、脾失健运、肾失温煦，湿

从内生。从湿论治既要辨清虚实，分证治之；也需标

本兼顾，时刻不忘“治病必求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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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湿——和营透邪  张景岳《景岳全书》云：

“气有不调处，便是病之所在”，说明营卫之气调和

与否与机体防御外邪的功能密切相关。清·林佩

琴《类证治裁·痹症》也阐明了气血不足、营卫不

和是导致RA发病的机制，其曰：“诸痹……良由营

卫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正气为邪气所

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涩，久而成痹。”营

卫不和，本非痹症发病的直接原因，但却是外邪侵

入的先行条件。卫气不足，则其防御抵抗外邪的生

理功能受损，且无以得营气充分濡养。营卫不和，

故腠理疏松，卫外不固，湿邪从外乘虚而入侵袭机

体而致病。故祛除外湿，也必从调和营卫入手。营

卫之气和，则邪不可乘虚而入也。调和营卫也给在

表之湿以出路，使其出之有道。《金匮要略·痉湿

暍病脉证治》云：“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

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仲景指出对于外邪袭表

之风湿痹症，法当汗出而解，但湿难以速去，若其发

汗太过，则有邪去正亦伤或邪未去而正已伤之弊，

当以“微微似欲汗出”为宜。汗微微而出，湿郁郁

而蒸，营卫畅通，则邪气自去而病安也。仲景（《金

匮要略》）用麻黄加术汤、麻杏苡甘汤以麻黄配白

术或薏苡仁等来达到“微发其汗”的目的，治疗风

湿在表之痹病。若表虚则不可用辛温发散之麻黄，

改用防己，配益气固表之黄芪；若风湿兼阳虚者，则

可桂枝配附子，祛风散寒除表湿，通阳化气利里湿，

表里同治[7] ；同时可加生姜、大枣、甘草益营助卫，

顾护胃气。

4.2  内湿——调理脾胃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云：

“内外所感，皆由脾气虚弱而湿邪乘而袭之。”《素

问·至真要大论》也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可

见湿的产生多因于脾虚。脾气不足，不仅易生湿酿

痰，同时气血生化乏源，肢体筋脉关节及脏腑失其

濡养，可出现关节疼痛、肌肉萎缩等局部表现，甚至

肢体麻木、形体消瘦、心悸少气乏力等全身症状。

此外，RA病人患病日久，长期服用西药，势必碍脾

伤胃，因此顾护脾胃在RA的治疗中尤为重要。针

对关节肿痛重着、屈伸不利者，急则治标，同时兼顾

本虚，善用健脾化湿，如茯苓、炒薏苡仁、炒白术、

五指毛桃、陈皮等；病久脾胃虚弱、气血亏虚、筋脉

失养者，则可用益气健脾，如黄芪、太子参、党参、

山药等。

4.3  重视活血通络  湿邪致病日久易转化为瘀血等

病理产物，且病久入络，因此在治疗上除了针对湿邪

本身的治法外，更要着眼于湿邪的病机演变与转归，

同时结合其他病理因素综合考虑。叶天士认为痹

症“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血入络”，痹症后期湿瘀搏

结，阻滞经络。针对湿郁日久，气机不畅，瘀血内阻，

本应行气活血化瘀，但RA患者后期多有正虚，气血

阴津耗伤，因此慎用辛温燥烈之品，以防伤阴耗血，

宜用活血兼养血之类，如当归、白芍、鸡血藤、丹参

等，此治法体现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

同时病久入络，痰瘀互阻，筋脉不舒，肢体关节屈伸

不利、僵硬变形，因此通络对于改善疾病预后有着积

极的作用。治法上应以通为用，通络药物主要以辛

味通络药川乌、草乌、附片、羌活等和虫类通络药全

蝎、蜈蚣、地龙等，以及藤类通络药海风藤、青风藤、

鸡血藤、忍冬藤等为主[8]。

5 结语

RA的病因病机复杂，但无外乎内外因相结合而

为病。在相关致病因素中，湿邪在RA的发病中占有

重要地位，因此在治疗上应谨守RA的病机，遵循从

湿论治的思路，注重调和营卫，使邪出之有道；同时

健脾化湿，脾胃得健，水液运化正常，内湿无以化生，

气血生化有源，有益于RA病人预后；后期还应加强

活血通络，使气血经络通畅，通则不痛。只有分清寒

热痰瘀虚等要素，辨证治之，方能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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