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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医“治未病”
高邮市中医医院 名医馆 副主任中医师 薛智谷

中医所谓“治未病”包
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
个方面的内容。中医学在总
结劳动人民与疾病长期作
斗争的经验中，认识到预防
疾病的重要性。早在“内经”中就有了“治未病”
的思想，强调“防患于未然”，《素问?四气调神
大论》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
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种
“未雨绸缪”防患于治的精神，颇具有以预防为
主的现实。

祖国医学在长期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有关预防疾病的经验和方法，首
先，调养精神形体，是增强身体健康、提高防病
机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素问·
上古天真论》说：“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
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
年，度百岁乃去”。意思说要保持身体健康、精神充沛、益
寿延年，就应该懂得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适应自然环境
的变化，并对饮食、起居、劳逸等有适当的节制与安排。
反之，如果生活起居没有一定规律，饮食劳逸没有节制，
就必然要影响身体的健康。另充沛的精力，必须寓于健
壮的身体，而健壮的体力，又常来自不懈的体育锻炼，故
注意体育锻炼也是增强体质、减少疾病发生的一项措
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是这个道理。尽量减少不良
的精神刺激和过度的情志变化，以防疾病的发生。《素
问?上古天真论》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既病防变，但如果疾病已经发生，则应争取早诊
断、早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说：“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
其次治皮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
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说明外邪侵袭人体，如果不能
及时诊治病邪就有可能由表传里，步步深入，以致侵犯
内脏，使病情愈来愈复杂、深重，治疗也就愈加困难。医
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见肝之病,知肝传
脾,当先实脾”。就是根据这一传变与防治规律，常
在治肝的同时，配合以健脾和胃的方法，就是既病
防变法则的具体应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疾病谱不断改变，医疗
的模式也有了明显变化，从过去以临床医疗为主
体的模式逐步过渡到以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为主
体的医疗模式。因此“治未病”作为中医学的最高
理念和法则，是中医中最具意义、最为精彩的篇
章，也是中医学最为重要、最显优势的的部份。中
医“治未病”以“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
理念和方法论为指导，通过相应的健康养生、体质
调理方法和措施，能够防止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
和恶性变化，从而既经济又有效地维护和保障人
体身心健康是不争的事实，这既可以从大量的史
料中、也能够从目前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得到印证。

从以下二个方面来谈谈中医有关“治未病”的
具体内容。如体质差异问题。体质是指人的生命过
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不知不觉

形成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
和性格心理等各方面的不
同差异，不同的体质差异往
往会产生不同疾病，中医学
把不同差异的体质分成了

平和型、气虚型、血虚型、湿热性、血凝型、气
郁型等十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人群会 患各
种不同的疾病，如湿热性体质易患中风、阴
虚型体质易患失眠、气虚型易患感冒等，由
于不同体质易患不同疾病。又如我们讲的亚
健康状态，健康是“第一状态”，疾病是“第二
状态”，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既非健康也非
疾病者称“第三状态”，其实就是“亚健康状
态”，这种亚健康状态虽然无明确的躯体和
心理、器质性或功能性的疾病或经现代化仪
器或医生的诊断达不到疾病的诊断标准，但

在这状态时，人的免疫功能下降、极容易转变为各种疾
病。例如工作时间太长、体力劳动过度、体育锻炼过量、
躯体极度疲劳得不到充分休息；又如长期脑力疲劳、学
习压力过大、时间过长，经常开“夜车”均可引起脑力疲
劳，这二类亚健康状态都可出现抵抗力下降、精神衰
弱、智力衰退等疾病，故根据以上的二种情况如何改变
体质、消除亚健康状态，减少疾病或不发生疾病，都可
用中医中药来调理，这也是最好的选择。

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以整体观点，按照“天人相应、
形神合一、辨证施养、平衡阴阳、精神内守、正气为本”
的“治未病”的准则，用联合方法和思维，进行既见树木
又见森林，全方位、广范围、宽领域、多角度的保健养
生。而且具有简、便、廉、效优势突出的预防保健，同时
也符合医学模式及目的转变方向和要求。

作者简介：
薛智谷，副主任中医师。从事临床工作 50余年，擅

长诊治各类心脑血管病及消化科疾病如各类心律失
常、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慢性胃炎、胆囊炎、胆石症、慢
性结肠炎及各种疑难杂症。

秋季话风湿
高邮市中医医院 风湿科 副主任中医师 刘源

又到深秋季节，气温渐至
寒冷，对于风湿病患者来说，
到了一个相对高发季节。因为
气候渐寒，许多患者关节肿痛
变的越发加重，所以如何平安
的度过这个多变之秋，就成了
风湿病患者最关心的问题。

风湿病是泛指影响骨、关
节及其周围软组织，如肌肉、
滑囊、肌腱、筋膜、神经等的一
组疾病，常常与气候的潮湿寒
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高邮又地处里
下河水网地区，属于高发地区，这个季
节发病率较高，目前在我院门诊就诊
患者比较多。

风湿病常常以症状多变，诊断治
疗困难为其征，属疑难病、慢性病、同
时又极易传变，所以必须加强病变的
管理。

进入深秋后，气温变化大，许多患
者还不能适应天气变化，加之风湿病
患者神经肌肉调节能力差，所以这个
季节风湿病患者关节疼痛显得尤其突
出，有研究证明风湿病患者在寒冷环
境中调节能力慢，周围血管的收缩和
扩张时间延长，而且收缩、舒张不充
分，加之血流缓慢，关节活动时阻力增
强，所以使关节疼痛加重。

怎样渡过秋季就成了风湿病最关
心的问题。

一、正确认识风湿病各疾病的特
点，做好防寒、保暖。

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好发于年青
患者的疾病，其病因为 A组乙型溶血
性链球菌感染所致。寒冷潮湿等因素
可诱发本病，许多患者虽至深秋，但不
注意防寒保暖，极易受凉，感染而致本
病。

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
关节炎是这三种疼痛对寒冷极为敏
感，往往寒凉是诱发加重该病的首要
病因之一，曾经有一位流行病学专家
调查也证实了寒冷发病的重要性，所

以针对此类疾病尤其要做
好防寒保暖，这个季节要及
时添加衣被，注意局部关节
的保暖，居室宜温暖干燥，
被褥多晒，睡觉宜长袖长
裤，户外活动宜在阳光充足
的时候，洗澡宜去浴室，洗
漱用水宜用温热之水，避免
寒冷伤害，手部怕冷之人宜
尽早戴手套外出，避免感
冒。

二、合理的饮食及运动
人至深秋之季，尤要重视合理饮

食，如患者为寒湿之体，需忌寒冷之
品，如冷饮、凉菜及冰箱中之食物，食
物需加热食用，同时忌食寒凉之物，适
当摄入蛋奶、新鲜肉类等，注意少吃水
果中的寒凉之品。合理的锻炼对风湿
病是有益的，尤其加强风湿病的功能
锻炼，必要时可咨询医生及康复师，做
出针对每一位风湿病患者不同的方
案，应避免清晨或晚间寒冷之时锻炼。

三、坚持规范化治疗，做好定期随
诊

风湿病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何坚持规范化治疗，合理用药，定期
随诊，长期管理成了一个关键的话题，
得了疾病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找风湿科
专科医生给予诊治，切忌轻信偏方，神
药及不正确的治疗而延误治疗时机，
不要随便停药造成病情反跳，加重病
情，反对一触而蹴，急功近利的治疗方
法。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
适时调整，定时监测病情变化，成为一
名有生活质量的患者，顺利渡过这个
收获的季节。

作者简介：
刘源，副主任中医师，江苏省中西

结合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
事内科风湿病诊治工作。擅长运用中
西两法治疗风湿、类风湿、痛风、强直
脊柱炎、骨质增生、干燥综合征、系统
性红斑狼疮、硬皮病等风湿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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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经方成为走进大众的经典
高邮市中医医院 肾病科 主任中医师 蒋茂剑

习近平主席在其
重要讲话中指出：“中
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
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
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药学何以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中医药核
心理论讲起。中医药理论形成于两千多年
前的中国古代，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作
斗争的经验总结，体现了中国先人的智慧
和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医之魂在中医经典
著作中，《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
略》、《神农本草经》是公认的中医四大经
典著作。中医之精华在经方，经方是先圣
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 260
首方剂，是中华民族先辈们长期反复治疗
疾病的经验总结。经方组方严谨，药简力
宏，配伍精当，药效非凡，是中国古人 1800
多年来防病治病，并且是用人体试验结果
证实有效的经典方剂，为中华民族子孙的
身体健康和代代繁衍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
献。中医药是古人研究人体生命的科学，理
当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是古人研究
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规律总是置于人所处
的自然环境下，天地的变化对人体每时每
刻都产生影响和变化，人所生存的社会环
境也无时无刻地对人的情绪和心境乃至疾
病产生影响，因此中医药理论也打上中国
古代社会科学的烙印，闪耀着中国古代哲
学、天文、地理学等诸多文明的亮点，运用
承载中医药理论精华的经方，不但能治现
代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疾病，也是能
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习主席“钥匙”
之论何其重也！中医药的发展迎来了天时
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期，《中医药法》是新时
代的第一部发展中医药的法律，贯彻和实
施《中医药法》在中华大地兴起，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将中西医并重作为新
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提出要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
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
民共建共享；二是将发展中医药纳入卫生

健康相关规划，推动中
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是发挥中医药的独
特优势，推动医药卫生
体制深化改革；四是积

极落实中医药法在放宽市场准入、加强
人才培养、提升科研能力和开展国际合
作的内容，做好中医诊所备案管理，统筹
考虑中西医学人才培养规划，鼓励中医
药科研创新，并将中医药纳入“一带一
路”建设，支持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
促进中医药发展国际化。

经方普遍认为是东汉医家张仲景
所著《伤寒杂病论》记载的方剂。后世尊
称张仲景为医圣，千百年来历代医家研

习《伤寒杂病论》的工作从未间断过，从中汲取和挖掘医
圣仲景所传授的中医治病之道和中医治病之术，中华大
地历代名医辈出，杰出的中医学家无一不是从研习《伤
寒杂病论》之路走过来的，无一不是从运用经方而取得
最佳的临床疗效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医从业医师要想
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和中医临床治病疗效,必须要研习经
典，运用经方，推广经方。广大中医爱好者从零基础完全
可以学会《伤寒杂病论》,唯有不断研习，唯有持之以恒。
运用经方可解除患者痛苦，挽救患者生命，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增强自我防病治病意识，强化自我保健养生思
维。

笔者大力提倡让经方走进医院、走进社区、走进家庭，
让经方成为走进大众的经典，因为经方是中医药中经典的
配方，经方药简力宏，配伍精当，疗效卓著，经方能治百病，
经方易学易会，经方之门人人可入，经方是完全可以成为
走进大众的经典。

作者简介：
蒋茂剑，主任中医师，工会主席，高邮市政协委员，高

邮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中医内科临床教学科研
工作 29年，擅长治疗肾脏病、内分泌与代谢病及其它疑难
疾病，充分运用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经验，充分发挥古代
经方治病的疗效，结合现代医学
的研究成果、治病指南，融会中
医西医两套治病方法，临床疗效
明显。主持和参与的科研课题曾
两次获得高邮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

进入秋冬季糖尿病病人怎样预防脑梗塞发作
高邮市中医医院 内科 主任中医师 陆家武

进入秋冬季，气候变化多
端，是最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时
期，以往人们多关注心脑血管病
人，其实糖尿病人因调整能力较
差，脑中风的发病率也大大提
高。

脑梗塞是 2型糖尿病常见
的一种并发症，据资料统计，2
型糖尿病 患者脑梗塞的发生率
为5%。糖尿病最易出现血糖高、
血脂高、血黏 稠度高的现象，这
"三高 "可致血流缓慢、淤滞和动脉硬化，
而造成 脑梗塞。

糖尿病人怎样有效预防脑梗塞?
一、加强自我保健：研究表明，低血压、

寒冷以及上呼吸道感染也可增加老年糖尿
病并发脑梗塞的危险。对策：首先，老年糖
尿病患者在晨间不要急于起床，最好静卧
5～10分钟后再缓缓起床;其次，注意保
暖，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要注意加强御寒
锻炼。天气变化时要注意调节室内温度，以
20℃～22℃左右为宜。注意开窗通风，以
减少感冒机会。此外，老年糖尿病患者在外
出时要多加小心，以防跌倒;在低头系鞋带
等日常生活动作中要缓慢，防止动作过猛;
洗澡时间不宜过长，水温不宜过高，以防低
血压的发生。

二、老年糖尿病患者要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即生活作息规律，避免过度劳
累;不饮酒或少量饮用红葡萄酒;保持精
神愉快，做到情绪稳定;注意饮食调理，

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纤维素的
食物;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
高糖、高钠食物的摄入，以改善
血压、降低血脂，并保持大便通
畅;每日适量运动，如散步、慢
跑、打太极拳、做体操等，以增
强心血管功能。

三、昼夜温差较大时，早晚
应注意增加衣物，防止受寒。发
生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时，应当注
意休息，正确治疗。接种流感疫

苗可能有助于减少脑梗塞发病，老年人、糖
尿病人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可以考
虑在秋季适时接种。

除严格控制相关因素，如高血脂、高血
压、高血糖、吸烟、不良情绪外，肥胖者还需
要减肥。因为肥胖者往往会产生胰岛素抵
抗，使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大为下降，治
疗也更加困难;而很多肥胖的糖尿病人在
体重减轻后，往往血糖、血压、血脂也会随
之下降，因此，减肥可以说是 "治本 "之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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