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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垣在其代表作《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

中，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思想及“阴火

论”“火为元气之贼”“升阳”等理论，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影响。牟重临是浙江省名中医、第六批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精于东垣脾胃

学说，临床多有发挥。东垣学术思想首见于《内外伤

辨惑论》，彼时汴京大疫肆虐，死伤多达百万，东垣感

叹时医内外不辨、医治差误，遂著此书[1]。从“辨阴证

阳证”“辨脉”等13辨作内外伤辨别，并详述内伤病

表现及治法，“以证世人用药之误……使天下之人不

致夭折”。牟师认为，现今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

病毒）感染后遗症的普遍性，与东垣时代大疫暴发后

的情形颇为相似。《柳叶刀》在2021年1月发表了由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多中心对1733例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出院后追踪随访的研究结果[2]，超过7成（76%）

患者在感染6个月后还持续存在至少一种症状，其中

疲劳或肌肉无力（63%）、睡眠障碍（26%）是最常见

的症状。患者新冠病毒感染好转后，常见乏力胸闷、

纳差腹胀、怕冷多汗、失眠等表现，这与《内外伤辨

惑论》所载内伤病“短气少气”“上喘懒语”“口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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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脾胃学说是东垣学术思想的核心。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感染后，元气受损，中气郁陷则乏力，中

土失运则纳差，卫气失固则多汗，心神失养则失眠，这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中所载内伤病之脾胃亏虚症状相吻合。牟

重临以东垣学术思想为指导，升补中气治其本，健脾益胃调运化，培土生金固肺卫，益气健脾养心神，临床治疗新冠病毒感

染后遗症收效甚捷。附验案1则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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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腹中不和”“不任风寒”等诸症相吻合。东垣《内

外伤辨惑论》提出“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则六腑阳

气皆绝于外”，大疫之后，多伤于饮食劳倦，当从脾胃

论治，打破了内外伤界限。牟师从东垣学术思想中探

寻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症的治疗方案，屡获佳效。补中

益气汤是东垣首创，陈士铎称之为治内伤之神剂，提

阳气之圣药[3]。此方“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

甘寒以泻其火”，治疗脾胃虚衰、阴火上冲诸症，亦是

牟师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症的基础方。笔者有幸

侍诊牟师左右，受益良多，现将牟师运用东垣学术思

想调治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症的经验介绍如下。

1 中气郁陷则乏力，升补中气治其本

大病之后，元气大伤。元气与脾胃关系密切。

东垣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4]4中言：“历观

诸篇而参考之，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

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

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可见脾胃为元气之本，无论外感、内伤诸因致病，无

不先伤脾胃，而致元气受损。此次新冠病毒感染后

最常见的表现为短气乏力、胸闷不适，上楼或快步

则更甚，作深呼吸或太息后则稍得缓解，兼见纳差、

便溏、懒言等症。牟师认为，此乃中气受损，虚而郁

陷，清阳不升所致，诚如《推求师意》[5]所言：“故脾

胃居中，心肺在上，肾肝在下。凡六淫、七情、劳役

妄动……一有不平，则中气不得其和而先郁。”调治

首先在于健补脾胃之气，取补中益气汤加减，升补中

气，一扫诸症。如见胸闷较甚、口唇青紫，此乃中气

下陷、气虚血瘀所致，可加红景天、红花益气补血、活

血通脉。《本草纲目》[6]载红景天“祛邪恶气，补诸不

足”。朱丹溪在《本草衍义补遗》中言红花“破留血，

养心血。多用则破血，少用则养血”[7]。牟师认为，少

佐红花可流通气血，增强补气药之功效，临证常用

3 g。若患者素体亏虚或病程迁延日久，久病及肾，可

见动则气喘、多汗，可加山萸肉、五味子补肾益气、收

敛固涩；如口咽干燥，可加制玉竹、麦冬养阴润肺、益

胃生津，滋而不腻。 

2 中土失运则纳差，健脾益胃调运化

外感时邪，脾胃既伤，则运化无力，加之新冠病

毒感染时，常见发热、咽痛、咳嗽、咳痰等症，治以抗

病毒、激素、退热药物和清热解毒中成药等，这些药

物大多会影响脾胃功能，从而出现纳差、口干口苦、

大便或干或溏、舌淡苔白腻等运化功能障碍之表现。

牟师认为，新冠病毒感染好转后，需要补充营养、恢

复体力，要促使机体康复，调节好脾胃功能非常重

要。《医学入门》[8]言：“凡虚损，脾胃盛者易复，脾胃

弱者只可半愈。”人体气血津液之生化虽由五脏协作

完成，然生化之源及运化枢纽在脾胃。故采用东垣

法，予补中益气汤加减，益中气而复脾胃升降之机，调

受纳运化之本[9]。如见肢体酸楚、肠鸣便溏，可合小

柴胡汤，即东垣《脾胃论·湿热成痿肺金受邪论》[4]78

益胃汤，原书主治“不喜饮食，四肢怠惰，躁热短气，

口不知味，肠鸣，大便微溏黄色”；如见口淡无味、舌

淡苔白，此乃脾胃虚寒之候，可加桂枝、干姜温中散

寒；如见纳后胃脘饱胀，可加砂仁、焦三仙理气开

胃、消积化滞；如见舌苔厚腻，可合平胃散燥湿健

脾；如见反酸、烧心，可加海螵蛸、左金丸制酸和胃；

如见大便溏薄，常加山药、茯苓等健脾止泻之品，或

选用防风、葛根等风药胜湿止泻，并去方中之当归，

防其润肠之弊。

3 卫气失固则多汗，培土生金固肺卫

出汗过多，大多责之于卫气虚弱，固摄无力。尤

其患者高热时，反复使用退烧药，大量出汗，气随津

脱，以致卫气受损，卫表不固。肺主皮毛，所谓“卫出

上焦”，卫气的固外功能是通过肺之宣发肃降将卫气

布散至全身而实现的。《黄帝内经》云：“脾气散精，

上归于肺”，卫气来自脾胃运化而成的水谷精微，故谓

“卫为水谷之悍气”。龚廷贤[10]说：“愚谓人之一身，以

脾胃为主，脾胃气实，则肺得其所养。”肺为华盖又为

娇脏，脾肺为母子相关，中土一虚，肺脏先受病，则卫

外防御功能亦受损。故《脾胃论·肺之脾胃虚论》[4]17

提出：“脾胃虚则肺最受病。”所以肺卫失固，虚则补

其母，当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方，培土生金。如见口干

舌燥、脉细弱，乃气阴两虚之象，可合生脉饮益气复

脉、养阴生津；出汗太过，可加生龙骨、生牡蛎收敛止

汗；如见腰膝酸软，可加山萸肉、熟地黄滋阴补肾，为

脾肾互补之意。亦有属于余热未清或阴火上扰者，时

有潮热，可加入炒知母、炒黄柏、牡丹皮滋阴清热。

4 心神失养则失眠，益气健脾养心神 
新冠病毒感染后许多患者心存焦虑，特别是有

些病程较长，或肺部病灶久久不消者，心理压力较

大，造成睡眠障碍。心主神明，肝主疏泄，失眠与焦

虑虽责之心肝，但心肝依附于脾，以脾为情志主体。

从“形神合一”理论，情志活动依赖于五脏精气血的

充盈和阴阳平衡。《黄帝内经》云：“阳气者，精则养

神”，“血气者，人之神”，又言：“五谷之津液，和合而

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神气与脑髓全赖

脾胃运化之水谷精微供养。《脾胃论·安养心神调

治脾胃论》[4]52中言：“若心生凝滞，七神离形，而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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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有火矣。善治斯疾者，惟在调和脾胃，使心无凝

滞，或生欢忻，或逢喜事，或天气暄和，居温和之处，

或食滋味，或眼前见欲爱事，则慧然如无病矣。盖胃

中元气得舒伸故也。”可见要调养好心神，主要在调

治脾胃。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11]补中益气汤

下的方解言：“脾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

发之气，荣血大亏……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

而烦，病名曰悗。悗者，心惑而烦闷不安也，故加辛

甘微温之剂生阳气，阳生则阴长。”故心神失养之失

眠可治以补中益气汤益气健脾，使心神得养，则心烦

自止，夜能酣睡。如见虚烦有痰，可合温胆汤化痰安

神；如见心烦口干，可加百合、莲子心清心安神；如伴

见胸闷阵痛，可加瓜蒌皮、丹参宽胸安神；如见大便

不畅，则加生地黄、柏子仁润肠通便、养心安神。

5 验案举隅

池某某，男，48岁。2023年1月27日初诊。

主诉：乏力胸闷1月余。患者1个多月前感染新

冠病毒，经西医治疗后仍有乏力胸闷，此后症状无明

显缓解，遂至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门诊就诊。

刻诊：乏力胸闷，劳作或上楼时尤甚，时有潮热汗出，

口干，胃纳尚可，大便不成形，每日2~3次，夜寐差。

舌淡红、苔薄黄，脉沉细。西医诊断：慢性疲劳综合

征；中医诊断：虚劳（气虚证）。治则：益气升阳，健

脾安神。予补中益气汤化裁。处方：

升麻6 g，柴胡6 g，丹参10 g，红花3 g，瓜蒌皮

10 g，红景天15 g，生晒参9 g，防风6 g，葛根15 g，生

黄芪30 g，制玉竹20 g，百合20 g，牡丹皮10 g。7剂。

每日1剂，水煎，分2次温服。

2023年2月6日二诊：患者诉乏力胸闷症状明

显改善，潮热亦好转，大便仍不成形，时有腰酸，夜尿

频多。予初诊方加山药30 g、乌药10 g、益智仁8 g、

金樱子15 g、芡实20 g、山萸肉15 g，7剂。

2023年2月13日三诊：患者诉诸症均已好转，

予益气健脾法调理以巩固。

按语：外感新冠病毒，元气既伤，中气下陷，而见

乏力胸闷，动则尤甚；脾胃虚弱，故见大便溏薄；心神

失养，则夜寐欠佳；阴火上扰，故见潮热汗出、口干。

治以升麻、柴胡升举阳气；生晒参、生黄芪益气健脾；

防风、葛根升清止泻；瓜蒌皮行气宽胸；红景天益气

通脉；丹参、红花补血活血；制玉竹养阴生津；百合

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牡丹皮活血化瘀兼清阴火。二

诊时患者仍有便溏，且出现腰酸、尿频，为脾肾两亏

之象，加用山药、乌药、益智仁、金樱子、芡实、山萸肉

温肾健脾。三诊诸恙悉除，以固本防复，求本而治。

6 结语

牟师认为，外感与内伤虽相互对立，临床表现

为一实一虚，但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转化。外感时

邪，卫阳郁滞，久而致虚，必损及脾胃；反之，脾胃亏

虚，首先导致肺卫不固。这与临床所见新冠病毒感

染好转之后遗留脾胃虚衰诸症不谋而合。牟师亦指

出，外感与内伤虽多有相似之症，其辨证关键在于辨

虚实。《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4]33中

亦强调：“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

伤其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

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

泻之，则虚其虚也。”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症的基本病

机多责之脾胃亏虚，临证施治，当谨守病机，勿犯虚

虚实实之戒。李东垣立补中益气汤，更立补中益气

之法，临证加减，不拘一格，无论外感或是内伤，加减

得法，均可施治，广泛用于临床多系统疾病[12]。牟师

运用东垣学术思想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症获效满

意，为临床治疗本病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顾思臻，窦丹波.《内外伤辨惑论》论治汴京大疫发微[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40（6）：451.

[2]　 HUANG  C  L，HUANG  L  X，WANG  Y  M，et  al.6-month

consequences  of  COVID-19  in  patient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a  cohort  study[J].Lancet，2021，397（10270）：220.

[3]　 胡鑫才，贺丹，张光荣，等.陈士铎运用补中益气汤解析

[J].光明中医，2021，36（18）：3058.

[4]　 李东垣.脾胃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5]　 戴思恭.推求师意[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44.

[6]　  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中华书局，2021：1797.

[7]　 田思胜，主编.朱丹溪医学全书[M].2版.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15：63.

[8]　 李梴.医学入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643.

[9]　 谢君艳，邓小敏.“阴阳升降论”探补中益气汤的立方本

旨[J].辽宁中医杂志，2019，46（1）：  54.

[10]　 龚廷贤.万病回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88.

[11]　 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15.

[12]　 王嫣嫣.补中益气汤的临床应用概况[J].世界最新医学

信息文摘，2018，18（76）：118.

第一作者：陈辰（1988—），男，医学硕士，主

治中医师，中医内科学专业。cc2012wow@sina.com

收稿日期：2023-05-04

编辑：傅如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