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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痨 是 一 种 慢 性 消 耗 性 疾 病 ， 多 由 正 气 亏 虚 ， 感 染 “ 瘵

虫 ” 所 致 ， 常 见 咳 嗽 、 咯 血 、 潮 热 、 盗 汗 、 乏 力 、 消 瘦 等 临 床 表

现 。 肺 痨 在 西 医 学 中 被 称 为 肺 结 核 ， 该 病 在 我 国 属 于 乙 类 法

定 报 告 传 染 病 [1]。 2023 年 11 月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发 布 《 2023 年 全 球

结 核 病 报 告 》 ， 报 告 显 示 2022 年 我 国 新 发 结 核 患 者 74.8 万 ， 发

病 率 为 52/10 万 ， 发 病 数 在 全 球 结 核 病 高 负 担 国 家 中 排 名 第 3，

患 有 耐 多 药 或 利 福 平 耐 药 结 核 病 患 者 约 41 万 ， 患 者 死 亡 数 估

算 为 3 万 [2]。 自 异 烟 肼 、 利 福 平 、 吡 嗪 酰 胺 等 西 药 问 世 以 来 ， 我

国 结 核 病 防 治 取 得 显 著 进 展 。 近 年 来 ， 由 于 HIV 感 染 、 免 疫 抑

制 剂 的 广 泛 应 用 以 及 抗 结 核 新 药 研 发 数 量 少 等 原 因 ， 患 者 开

始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耐 药 性 ， 且 在 治 疗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不 良 反 应 ，

也 导 致 患 者 依 从 性 差 ， 难 以 坚 持 全 程 服 药 [3]。 现 代 研 究 [4] 证 实

中 医 药 在 缓 解 临 床 症 状 ， 提 高 机 体 免 疫 ， 抑 制 耐 药 结 核 分 枝

杆 菌 生 长 等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作 用 ， 能 够 弥 补 西 医 化 疗 方 案 的 诸

多 不 足 。 因 此 ， 探 索 更 加 安 全 有 效 的 治 疗 方 法 ， 对 我 国 结 核 病

的 防 治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张 锡 纯 为 中 西 医 汇 通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 博 古 通 今 ， 知 识

渊 博 ， 不 仅 中 医 理 论 功 底 深 厚 ， 而 且 能 立 足 于 中 医 经 典 古 籍 ，

结 合 自 身 临 床 实 践 提 出 独 到 见 解 ， 并 创 立 新 方 。 其 著 作 《 医 学

衷 中 参 西 录 》 不 仅 丰 富 了 中 医 药 基 础 理 论 ， 还 大 大 促 进 了 中

医 临 床 疗 效 的 提 升 ， 被 历 代 医 家 称 为 “ 诊 籍 之 典 范 ” 和 “ 第 一

可 法 之 书 ” 。 国 医 大 师 邓 铁 涛 言 岳 美 中 先 生 曾 患 此 病 ， 边 读 此

书 边 服 药 ， 而 后 疾 病 方 才 见 愈 。 邓 铁 涛 教 授 在 诊 治 肺 痨 时 常

立 足 该 书 理 论 ， 灵 活 运 用 其 中 的 经 验 方 ， 临 床 多 获 良 效 [5]。 本

文 拟 对 该 书 肺 痨 相 关 内 容 进 行 整 理 研 究 ， 系 统 总 结 其 治 疗 肺

痨 的 学 术 经 验 ， 以 期 为 现 代 临 床 医 家 辨 治 肺 痨 提 供 借 鉴 。

1 病因病机

张 锡 纯 关 于 肺 痨 病 因 病 机 的 认 识 ， 继 承 于 中 医 名 家 张 仲

景 、 喻 昌 、 王 清 任 ， 认 为 先 天 遗 传 、 忧 思 劳 倦 、 色 欲 过 度 等 为 常

见 致 病 因 素 ， 肺 肾 两 虚 、 脾 胃 虚 弱 、 气 滞 血 瘀 为 肺 痨 的 重 要 病

机 ， 其 中 尤 其 重 视 血 瘀 病 机 。

1.1 病因特点

1.1.1 先 天 遗 传 小 儿 脏 腑 娇 嫩 ， 形 气 未 充 ， 功 能 未 健 ， 全 而

未 壮 。 张 锡 纯 在 《 医 学 衷 中 参 西 录 · 虚 劳 喘 嗽 门 》 中 提 及 肺 痨

遗 传 之 病 因 ， 如 篇 中 所 载 1 则 病 案 ： “ 陈 林 生 ， 江 苏 浦 口 人 ， 寓

天 津 一 区 玉 山 里 ， 年 十 八 岁 。 自 幼 得 肺 劳 喘 嗽 证 。 因 其 令 堂 素

有 肺 劳 ， 再 上 推 之 ， 其 外 祖 母 亦 有 斯 病 。 是 以 自 幼 时 ， 因 有 遗

传 性 亦 患 此 病 。 ” [6]458张 锡 纯 认 为 肺 痨 存 在 遗 传 性 病 因 ， 且 非 一

蹴 即 可 治 愈 ， 后 期 应 当 分 作 数 步 诊 治 。

1.1.2 忧 思 劳 倦 《 素 问 · 阴 阳 别 论 篇 》 曰 ：“ 二 阳 之 病 发 心 脾 ，

有 不 得 隐 曲 ， 在 女 子 为 不 月 ， 其 传 为 风 消 ， 其 传 为 息 贲 者 ， 死

不 治 。 ” 张 锡 纯 认 为 夫 病 至 于 风 消 、 息 贲 ， 则 劳 瘵 之 病 成 矣 [6]11。 二

阳 者 阳 明 也 ， 因 该 病 具 有 饮 食 减 少 的 症 状 ， 遂 称 之 为 二 阳 之

病 ； 病 发 心 脾 ， 则 言 心 主 神 明 ， 心 有 隐 曲 ， 不 得 舒 畅 ， 则 心 神 怫

郁 ， 心 血 不 能 濡 润 脾 土 ， 遂 成 过 思 伤 脾 之 病 。 心 脾 受 病 日 久 则

精 血 虚 少 ， 气 力 衰 乏 ， 女 性 会 出 现 闭 经 ， 甚 至 风 消 、 息 贲 、 肺 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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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病 。

1.1.3 酒 色 过 度 张 锡 纯 认 为 酒 色 过 度 也 是 肺 痨 的 重 要 病

因 ， 书 中 所 载 肺 痨 医 案 ， 多 为 劳 倦 后 房 事 不 节 ， 失 于 调 摄 ， 肾

阴 亏 损 所 致 [6]327。 肾 与 肺 为 子 母 之 脏 ， 子 虚 必 盗 母 气 ， 肾 阴 亏 损

而 致 肺 病 ， 肺 之 气 化 暗 耗 ； 且 肾 为 水 脏 ， 水 虚 不 能 镇 火 ， 火 必

妄 动 而 刑 金 。

1.1.4 外 感 邪 气 张 锡 纯 认 为 肺 痨 具 有 传 染 性 ， 然 而 是 否 感

染 还 与 自 身 体 质 强 弱 密 切 相 关 。 肺 病 有 内 伤 、 外 感 之 殊 ， 数 十

人 同 居 一 处 ， 或 独 有 一 人 肺 病 ， 其 余 数 十 人 皆 不 病 。 张 锡 纯 言

“ 为 其 人 先 有 此 病 因 ， 随 后 疾 病 乘 虚 而 入 ” [6]328。

1.2 病机特点

1.2.1 肺 肾 两 虚 张 锡 纯 认 为 有 因 肾 阴 亏 损 而 成 肺 病 者 ， 同

时 劳 瘵 亦 多 伤 肾 ， 故 肺 肾 两 虚 者 多 见 。 劳 瘵 之 热 多 因 真 阴 亏

损 ， 相 火 不 能 潜 藏 之 故 [6]327。 相 火 生 于 水 脏 之 命 门 穴 ， 为 阴 中 之

火 ， 龙 雷 之 火 ， 相 火 动 而 身 热 。 真 阴 亏 损 ， 心 肾 不 得 相 济 ， 久 则

心 血 耗 散 ， 心 火 妄 动 ， 上 铄 肺 金 ， 进 而 出 现 咳 嗽 、 咯 血 等 气 机

上 逆 之 症 。

1.2.2 脾 胃 虚 弱 脾 为 后 天 之 本 ， 能 资 生 一 身 正 气 。 肺 痨 患

者 多 有 消 瘦 乏 力 之 症 。 张 锡 纯 认 为 多 饮 多 食 ， 脾 胃 健 壮 之 人

未 曾 有 得 肺 痨 者 [6]327。 若 因 脾 胃 损 伤 而 成 肺 病 者 ， 通 常 饮 食 减

少 ， 土 虚 不 能 生 金 ， 且 脾 虚 之 人 ， 多 因 肝 木 侮 克 脾 土 ， 脾 虚 生

痰 ， 痰 溢 于 肺 ， 肺 伤 而 咳 ， 抑 或 肺 肾 俱 病 ， 然 后 累 及 脾 胃 。

1.2.3 气 滞 血 瘀 张 锡 纯 认 为 劳 瘵 者 多 兼 瘀 血 ， “ 人 身 经 络 ，

皆 有 血 融 贯 其 间 ， 内 通 脏 腑 ， 外 溉 周 身 ， 血 一 停 滞 ， 气 化 即 不

能 健 运 ， 劳 瘵 恒 因 之 而 成 ” [6]13。 并 提 出 其 证 原 有 两 种 ： “ 有 因 劳

瘵 而 瘀 血 者 ， 其 人 或 调 养 失 宜 ， 或 纵 欲 过 度 ， 气 血 亏 损 ， 流 通

于 周 身 者 必 然 迟 缓 ， 血 即 因 之 而 瘀 ， 其 瘀 多 在 经 络 ； 有 因 瘀 血

而 成 劳 瘵 者 ， 其 人 或 有 跌 伤 碰 伤 ， 或 力 小 任 重 ， 或 素 有 吐 衄

证 ， 服 药 失 宜 ， 以 致 先 有 瘀 血 ， 日 久 浸 成 劳 瘵 ， 其 瘀 血 多 在 脏

腑 。 ” [6]14 唐 宗 海 于 《 血 证 论 · 瘀 血 》 中 言 “ 被 风 气 所 化 ， 则 生 痨

虫 ” 。 肝 肾 阴 虚 ， 肝 阳 上 亢 ， 瘀 血 日 久 则 生 虫 [7]。 肺 痨 患 者 出 现

乏 力 、 消 瘦 之 症 ， 乃 因 血 瘀 经 络 ， 阻 塞 其 气 化 也 。

2 治法特色

张 锡 纯 博 采 各 家 所 长 ， 结 合 临 床 实 践 ， 进 行 创 新 发 扬 ， 主

张 运 用 滋 补 肺 肾 、 健 补 脾 胃 、 活 血 化 瘀 等 法 治 疗 肺 痨 。

2.1 滋补肺肾，健补脾胃 “ 劳 字 从 火 ， 劳 瘵 之 证 ， 阴 虚 发 热

者 居 其 强 半 。 ” [6]13肺 肾 为 子 母 之 脏 ， 子 虚 则 母 损 ， 子 实 则 母 益 ，

真 阴 充 足 ， 则 肺 金 得 润 ， 肺 气 肃 降 ； 真 阴 充 足 ， 自 能 纳 气 归 根 ，

呼 吸 自 顺 。 张 锡 纯 喜 用 熟 地 黄 、 山 药 滋 补 肺 肾 之 阴 ， 并 创 立 名

方 一 味 薯 蓣 饮 ， 治 疗 一 切 阴 亏 之 证 。 张 锡 纯 认 为 肺 痨 患 者 若

能 饮 食 渐 增 ， 则 病 得 治 ， 故 健 补 脾 胃 较 为 重 要 。 若 为 肺 肾 俱

病 ， 后 累 及 脾 胃 者 ， 则 在 滋 补 肺 肾 的 基 础 上 ， 健 补 脾 胃 ， 以 一

味 薯 蓣 饮 、 珠 玉 二 宝 粥 治 之 。 脾 胃 健 壮 ， 饮 食 增 多 ， 自 能 运 化

精 微 而 令 气 血 充 足 ， 疾 病 渐 愈 。

2.2 师法仲景，活血化瘀 张 锡 纯 认 为 凡 治 肺 痨 者 ， 不 敢 纯

用 补 药 ， 须 与 理 气 药 同 用 。 药 物 的 比 例 影 响 脉 之 缓 数 ， 故 其 认

为 应 据 脉 之 缓 数 调 节 血 分 盈 亏 与 气 分 强 弱 。 张 锡 纯 认 为 张 仲

景 于 《 金 匮 要 略 》 中 列 血 痹 虚 劳 篇 ， 即 言 明 虚 劳 者 必 血 痹 ， 治

血 痹 即 治 虚 劳 之 意 。 王 清 任 “ 瘀 血 去 而 诸 病 自 愈 ” 的 观 点 ， 虽

有 偏 处 ， 然 其 大 旨 确 有 主 见 。 张 锡 纯 继 承 前 人 之 学 ， 提 出 “ 血

痹 逐 则 瘀 血 自 消 ， 营 卫 调 则 气 血 自 理 ” 之 论 ， 临 床 常 用 三 棱 、

莪 术 行 活 血 化 瘀 之 功 。 大 黄  虫 丸 和 百 劳 丸 中 大 黄 、 干 漆 、 水

蛭 等 药 ， 因 破 血 之 力 过 猛 而 被 弃 用 。 此 二 药 调 气 活 血 ， 在 补 药

剂 中 为 佐 使 ， 有 瘀 者 瘀 可 徐 消 ， 无 瘀 者 可 借 其 流 通 之 力 。 两 药

可 行 补 药 之 滞 ， 而 补 药 之 效 愈 增 [6]13。

2.3 中西汇通，退热除菌 张 锡 纯 在 肺 痨 诊 治 过 程 中 ， 注 重

中 西 医 结 合 ， 常 令 患 者 在 服 用 中 药 汤 剂 的 同 时 ， 兼 服 西 药 阿

司 匹 林 或 几 阿 苏 。 张 锡 纯 认 为 阿 司 匹 林 味 甚 酸 ， 其 性 少 用 则

凉 ， 多 用 则 热 ， 最 善 发 汗 、 散 风 、 除 热 。 对 于 虚 劳 发 热 脉 数 ， 屡

用 滋 阴 药 无 效 者 ， 兼 服 此 药 甚 效 [6]258。 几 阿 苏 是 当 时 治 疗 肺 病

结 核 劳 嗽 的 特 效 药 ， 由 精 馏 山 毛 榉 树 干 蒸 而 得 之 [6]267。 其 味 微

辛 似 有 烟 熏 味 ， 性 过 干 燥 ， 具 有 抑 制 腐 败 发 酵 之 力 [6]17。 张 锡 纯

提 出 将 阿 司 匹 林 或 几 阿 苏 、 朱 砂 、 甘 草 末 ， 同 水 和 为 丸 ， 辅 助

中 药 汤 剂 治 疗 肺 痨 咳 嗽 结 核 ， 可 以 显 著 增 强 疗 效 [6]258。 西 药 阿

司 匹 林 、 几 阿 苏 和 中 药 朱 砂 均 有 消 除 毒 菌 之 效 。 甘 草 亦 善 于

解 毒 泻 热 。 中 西 医 结 合 治 疗 肺 痨 ， 若 配 伍 得 当 ， 当 获 良 效 。

3 方药特色

张 锡 纯 针 对 肺 痨 的 遣 方 用 药 ， 取 诸 家 所 长 而 发 挥 之 ， 自

拟 多 首 方 剂 。 其 方 剂 主 要 集 中 在 本 书 第 一 卷 的 治 阴 虚 劳 热 方

和 第 二 卷 的 治 肺 病 方 中 。 方 后 附 案 ， 有 理 有 据 。 辨 证 处 方 用 药

精 当 。

3.1 常用方

3.1.1 肺 肾 两 虚 选 用 十 全 育 真 汤 此 方 由 十 味 寻 常 药 物 组

成 ， 能 够 补 助 人 身 真 阴 阳 、 真 气 血 、 真 精 神 ， 故 称 十 全 育 真 汤 。

原 文 载 其 功 效 ： “ 治 虚 劳 ， 脉 弦 数 细 微 ， 肌 肤 甲 错 ， 形 体 羸 瘦 ，

饮 食 不 壮 筋 力 ， 或 自 汗 ， 或 咳 逆 ， 或 喘 促 ， 或 寒 热 不 时 ， 或 多 梦

纷 纭 ， 精 气 不 固 。 ” [6]13黄 芪 温 升 补 气 ， 知 母 寒 润 滋 阴 ， 令 肺 脏 阴

阳 调 和 ， 不 至 偏 胜 ； 人 参 培 补 元 气 ， 生 山 药 、 玄 参 滋 补 肾 阴 ， 壮

筋 力 ， 治 咳 逆 、 喘 促 之 症 ； 三 棱 、 莪 术 、 丹 参 活 血 化 瘀 ， 治 疗 肌

肤 甲 错 。 张 锡 纯 认 为 龙 骨 、 牡 蛎 具 有 收 敛 、 凉 润 、 开 通 之 性 ， 故

能 固 气 、 滋 阴 、 活 血 ， 缓 解 自 汗 、 多 梦 等 症 。 全 方 攻 补 兼 施 ， 共

奏 补 虚 活 血 之 效 ， 治 肺 肾 两 虚 ， 瘀 血 阻 滞 之 证 。 实 验 研 究 [8-9]发

现 ， 十 全 育 真 汤 不 仅 能 够 激 活 淋 巴 细 胞 ， 提 高 人 体 免 疫 功 能 ，

还 能 调 节 人 体 凝 血 功 能 ， 改 善 血 液 高 凝 状 态 。

该 方 后 附 案 1 则 ， 张 锡 纯 曾 治 一 五 旬 妇 人 ， 身 热 劳 嗽 ， 脉

数 几 至 八 至 ， 初 用 六 味 地 黄 丸 、 左 归 饮 治 之 无 效 ， 后 改 用 黄

芪 、 知 母 ， 数 剂 见 轻 ， 又 加 丹 参 、 当 归 ， 连 服 十 剂 而 愈 [6]14。 笔 者

认 为 此 案 治 法 与 十 全 育 真 汤 的 组 方 思 路 近 似 ， 在 补 益 肺 肾 的

同 时 ， 兼 顾 活 血 化 瘀 。

3.1.2 脾 胃 虚 弱 善 用 资 生 汤 《 易 传 》 言 “ 至 哉 坤 元 ， 万 物 资

生 ” 。 资 生 汤 为 第 一 卷 的 首 方 ， 原 文 载 其 功 效 ： “ 治 劳 瘵 羸 弱 已

甚 ， 饮 食 减 少 ， 喘 促 咳 嗽 ， 身 热 脉 虚 数 者 。 亦 治 女 子 血 枯 不

月 。 ” 方 药 组 成 为 “ 生 山 药 、 玄 参 、 白 术 、 生 鸡 内 金 、 牛 蒡 子 ， 热

甚 加 生 地 黄 ” [6]11。 该 方 能 健 补 脾 胃 ， 治 疗 脾 胃 虚 弱 而 成 肺 痨

者 。 白 术 健 脾 阳 ， 山 药 滋 胃 阴 ， 牛 蒡 子 润 肺 利 肺 。 三 者 并 用 止

嗽 定 喘 。 鸡 内 金 性 甚 和 平 ， 善 化 有 形 郁 积 ， 且 以 脾 胃 补 脾 胃 ，

实 乃 健 补 脾 胃 之 妙 药 。 玄 参 能 补 肾 气 ， 去 上 焦 之 浮 热 。 生 地 黄

滋 阴 退 热 ， 凉 血 活 血 。 张 锡 纯 认 为 生 地 黄 含 有 铁 质 ， 善 引 相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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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行 ， 且 生 地 黄 能 逐 血 痹 ， 熟 地 黄 则 无 此 效 [6]14。 张 锡 纯 强 调 该

方 治 疗 肺 痨 ， 无 论 男 女 ， 皆 有 速 效 。 现 代 实 验 研 究 [10]表 明 ， 资 生

汤 能 够 减 少 气 道 黏 液 分 泌 ， 缓 解 炎 症 反 应 ， 改 善 气 道 纤 维 化

和 气 道 高 反 应 。

该 方 后 附 案 2 则 ， 其 中 治 一 室 女 ， 劳 瘵 数 年 ， 月 信 不 见 ， 羸

弱 不 起 ， 以 此 方 为 主 ， 随 症 加 减 ， 连 服 数 剂 ， 身 热 渐 退 且 能 起

床 行 动 。 又 如 治 邻 村 赵 芝 林 病 劳 瘵 数 年 不 愈 ， 喘 促 异 常 ， 饮 食

减 少 ， 经 数 医 诊 治 服 药 无 效 ， 后 用 此 方 十 剂 而 愈 [6]12。 女 子 闭 经

日 久 ， 血 海 必 有 坚 结 之 血 ， 而 由 于 其 羸 弱 尤 甚 ， 故 以 健 补 脾 胃

为 主 ， 略 行 活 血 化 坚 之 力 。 脾 胃 健 则 气 血 生 化 有 源 ， 新 血 生 则

瘀 血 自 去 。

3.1.3 诸 阴 亏 损 常 用 一 味 薯 蓣 饮 一 味 薯 蓣 饮 原 文 载 其 ：

“ 治 劳 瘵 发 热 ， 或 喘 或 嗽 ， 或 自 汗 ， 或 心 中 怔 忡 ， 或 因 小 便 不

利 ， 致 大 便 滑 泻 ， 及 一 切 阴 分 亏 损 之 证 。 ” [6]17 张 锡 纯 认 为 山 药

性 平 ， 滋 阴 利 湿 ， 滑 润 收 涩 ， 补 肺 益 肾 ， 补 益 脾 胃 ， 为 滋 补 药 中

的 无 上 之 品 。 山 药 首 载 于 《 神 农 本 草 经 》 ， 并 被 列 为 上 品 。 书 中

言 其 能 “ 补 虚 羸 ， 除 寒 热 邪 气 ； 补 中 ， 益 气 力 ， 长 肌 肉 ” [11]。 国 医

大 师 张 磊 临 床 治 疗 成 人 斯 蒂 尔 病 的 脾 阴 不 足 证 时 ， 常 将 四 君

子 汤 与 一 味 薯 蓣 饮 合 用 ， 重 用 山 药 以 增 强 滋 阴 补 脾 除 热 之 效 [12]。

该 方 后 附 案 2 则 ， 一 室 女 ， 月 信 年 余 未 见 ， 已 成 劳 瘵 ， 治 以

资 生 汤 和 生 山 药 煮 汁 当 茶 饮 ， 一 月 之 后 ， 体 渐 复 初 ； 又 如 一 妇

人 ， 产 后 十 余 日 ， 身 热 劳 嗽 ， 大 喘 大 汗 ， 急 用 生 山 药 六 两 煮 汁

徐 徐 饮 之 ， 连 服 三 日 ， 诸 病 皆 愈 [6]18。 张 锡 纯 治 疗 肺 痨 ， 多 用 山

药 补 虚 滋 阴 ， 然 单 用 山 药 日 久 ， 亦 有 滋 腻 之 患 ， 故 加 薏 苡 仁 、

柿 霜 饼 ， 制 成 珠 玉 二 宝 粥 一 方 。 薏 苡 仁 利 水 渗 湿 ， 柿 霜 凉 可 润

肺 ， 如 此 保 其 久 服 无 弊 [6]20。 后 其 在 诊 余 随 笔 中 提 出 将 生 山 药

煮 作 茶 汤 ， 送 服 川 贝 、 鸡 内 金 、 天 冬 粉 末 ， 可 治 疗 肺 痨 作 喘 [6]617。

张 锡 纯 对 于 药 物 的 服 法 较 为 讲 究 ， 不 拘 泥 于 汤 剂 、 丸 散 等 剂

型 ， 并 根 据 所 需 灵 活 变 通 ， 往 往 具 有 方 便 简 易 、 疗 效 显 著 的 特

点 [13]。

3.1.4 阴 虚 火 旺 痨 嗽 善 用 醴 泉 饮 醴 泉 饮 原 文 载 其 功 效 ：

“ 治 虚 劳 发 热 ， 或 喘 或 嗽 ， 脉 数 而 弱 。 ” [6]16 尽 显 阴 虚 火 旺 之 证 。

张 锡 纯 认 为 喘 而 滋 肾 阴 ， 嗽 而 补 肺 阴 ， 脉 数 则 须 养 脾 阴 ， 故 于

阴 虚 之 甚 者 ， 重 用 山 药 、 生 地 黄 ， 其 汁 浆 最 多 ， 能 滋 脏 腑 之 阴 ，

溉 全 身 之 液 ； 玄 参 、 天 冬 补 助 阴 分 ； 甘 草 味 淡 ， 引 之 归 脾 ； 人 参

与 赭 石 共 用 ， 引 气 下 行 ， 补 下 焦 元 气 ； 牛 蒡 子 味 辛 且 苦 ， 既 能

降 气 下 行 ， 又 能 散 风 除 热 ， 与 山 药 并 用 ， 最 善 止 嗽 。 全 方 共 奏

养 阴 清 热 、 止 嗽 平 喘 之 功 。

此 方 后 连 附 2则 中 西 医 结 合 治 疗 医 案 。 其 中 1 则 病 情 复 杂 ，

最 为 典 型 ， 原 文 载 ： “ 沈 阳 商 家 子 娄 顺 田 ， 年 二 十 二 ， 虚 劳 咳

嗽 ， 甚 形 羸 弱 ， 脉 数 八 至 ， 按 之 即 无 。 细 询 之 ， 自 言 曾 眠 热 炕 之

上 ， 晨 起 觉 心 中 发 热 ， 从 此 食 后 即 吐 出 ， 夜 间 咳 嗽 甚 剧 ， 不 能

安 寝 。 因 二 十 余 日 寝 食 俱 废 ， 遂 觉 精 神 恍 惚 ， 不 能 支 持 。 ” [6]17张

锡 纯 认 为 患 者 脉 象 虽 危 ， 但 因 是 新 证 ， 故 仍 可 治 ， 遂 投 以 醴 泉

饮 ， 并 重 用 赭 石 ， 三 日 后 呕 吐 止 ， 大 便 通 ， 咳 嗽 渐 愈 。 然 其 脉 数

犹 六 至 余 ， 心 中 犹 觉 发 热 ， 遂 重 用 玄 参 、 生 地 黄 ， 并 嘱 患 者 每

日 午 时 ， 用 白 蔗 糖 冲 水 送 服 阿 司 匹 林 ， 如 此 治 之 ， 数 日 诸 病 皆

愈 ， 脉 亦 复 常 。 赭 石 色 赤 质 重 ， 性 微 凉 ， 既 能 生 血 又 能 凉 血 ， 善

镇 逆 气 ， 降 痰 止 呕 ， 通 燥 结 。 然 其 性 甚 平 和 ， 虽 降 逆 气 而 不 伤

正 气 ， 能 通 燥 结 而 无 开 破 之 力 [6]212。 本 案 患 者 一 派 阴 虚 火 热 、 气

逆 于 上 之 象 ， 醴 泉 饮 乃 病 证 相 应 之 方 ， 重 用 赭 石 实 为 降 逆 止

嗽 之 关 键 ， 后 期 加 用 玄 参 、 生 地 黄 、 阿 司 匹 林 ， 退 热 而 不 伤 阴 ，

实 属 妙 笔 。 蔗 糖 送 服 阿 司 匹 林 也 颇 具 深 意 ， 不 仅 能 改 善 口 感 ，

保 护 阴 津 ， 还 能 缓 解 对 胃 肠 道 的 刺 激 作 用 [14]。 张 锡 纯 认 为 劳 瘵

阴 虚 之 证 ， 若 脉 急 数 ， 必 于 滋 补 剂 外 加 用 阿 司 匹 林 。

3.1.5 气 滞 血 瘀 选 用 清 金 解 毒 汤 清 金 解 毒 汤 ， 原 文 载 其 功

效 ： “ 治 肺 脏 损 烂 ， 或 将 成 肺 痈 ， 或 咳 嗽 吐 脓 血 者 ， 又 兼 治 肺 结

核 。 ” 方 剂 组 成 为 “ 生 明 乳 香 、 生 明 没 药 、 三 七 、 生 黄 芪 、 知 母 、

粉 甘 草 、 玄 参 、 沙 参 、 牛 蒡 子 、 贝 母 ” [6]33。 全 方 共 奏 益 气 养 阴 、 活

血 止 嗽 之 功 。 方 中 乳 香 、 没 药 作 为 药 对 及 方 中 主 药 ， 能 调 畅 脏

腑 经 络 气 血 ， 治 疗 肢 体 痿 废 [15]。 张 锡 纯 常 用 此 方 治 疗 肺 结 核 而

未 成 劳 瘵 的 患 者 ， 若 不 见 效 则 兼 服 阿 司 匹 林 。

书 中 载 此 方 治 疗 肺 痨 医 案 2 则 。 其 中 1 则 病 情 尤 重 ， 西 人

谓 肺 结 核 证 至 此 已 不 可 治 ， 而 张 锡 纯 治 之 痊 愈 。 原 文 载 ： “ 奉

天 车 站 开 饭 馆 者 赵 焕 章 ， 年 四 十 许 。 心 中 发 热 、 懒 食 、 咳 嗽 、 吐

痰 腥 臭 ， 羸 弱 不 能 起 床 。 询 其 得 病 之 期 ， 至 今 已 迁 延 三 月 矣 。

其 脉 一 分 钟 八 十 五 至 ， 左 脉 近 平 和 ， 右 脉 滑 而 实 ， 舌 有 黄 苔 满

布 ， 大 便 四 五 日 一 行 且 甚 燥 。 ” 张 锡 纯 投 以 此 方 去 黄 芪 ， 加 用

生 山 药 、 生 石 膏 ， 三 剂 后 热 减 食 增 ， 痰 少 咳 轻 。 遂 去 山 药 、 石

膏 ， 加 用 黄 芪 、 天 花 粉 ， 并 嘱 患 者 兼 服 阿 司 匹 林 ， 如 此 十 余 日 ，

病 见 大 愈 [6]35。 本 案 患 者 正 值 青 壮 年 ， 脉 象 与 舌 象 虚 证 不 显 ， 惟

见 邪 留 肺 胃 ， 气 滞 血 瘀 、 热 盛 痰 郁 之 证 。 故 前 期 在 原 方 基 础

上 ， 重 用 山 药 、 石 膏 ， 以 助 清 热 活 血 ， 润 肠 通 便 之 功 ， 令 脏 腑 速

通 而 气 畅 。 张 锡 纯 认 为 天 花 粉 味 苦 微 酸 ， 性 凉 而 润 ， 能 化 肺 中

燥 痰 ， 宁 肺 止 嗽 ， 治 肺 病 结 核 ； 又 善 通 行 经 络 ， 能 解 一 切 疮 家

热 毒 [6]225。 黄 芪 善 治 胸 中 大 气 ， 补 益 之 力 能 生 肌 肉 ， 而 令 溃 脓 自

排 [6]205。 遂 后 期 改 用 此 二 味 药 ， 兼 服 阿 司 匹 林 ， 续 行 益 气 养 阴 ，

活 血 止 嗽 之 功 。

3.2 常用药对

3.2.1 黄 芪 - 知 母 张 锡 纯 言 ： “ 黄 芪 不 但 能 补 气 ， 用 之 得 当 ，

又 能 滋 阴 。 ” 张 锡 纯 善 于 取 象 比 类 ， 将 人 身 之 气 化 比 拟 天 地 之

气 化 ， 认 为 黄 芪 乃 将 雨 时 上 升 之 阳 气 ， 知 母 为 四 合 之 阴 云 。 两

药 同 用 ， 具 有 阳 升 阴 降 ， 云 行 雨 施 之 妙 [6]207。 取 象 比 类 是 中 医 认

识 世 界 的 核 心 方 法 ， 天 人 相 应 观 为 其 代 表 [16]。 肺 痨 者 多 损 肾 。

黄 芪 性 温 味 甘 ， 大 补 肺 气 ， 益 肾 水 之 上 源 ； 知 母 味 苦 性 寒 ， 滋

补 肺 中 津 液 。 两 药 合 用 ， 共 奏 益 气 养 阴 、 清 退 虚 热 之 功 ， 且 药

性 平 和 ， 久 服 无 弊 。 若 阴 虚 热 甚 ， 则 加 用 生 地 黄 [6]14。 两 药 相 伍 ，

气 阴 双 补 ， 升 降 并 用 。 研 究 表 明 ， 黄 芪 - 知 母 药 对 能 够 下 调 特

定 蛋 白 表 达 ， 减 轻 肺 组 织 炎 症 细 胞 浸 润 ， 缓 解 肺 组 织 炎 症 和

纤 维 化 [17]。

3.3.2 三 棱 - 莪 术 张 锡 纯 言 ： “ 愚 于 破 血 药 中 ， 独 喜 用 三 棱 、

莪 术 者 ， 诚 以 其 既 善 破 血 ， 尤 善 调 气 。 ” [6]13《 医 学 衷 中 参 西 录 ·

三 棱 莪 术 解 》 载 ： “ 三 棱 气 味 俱 淡 ， 微 有 辛 意 ； 莪 术 味 微 苦 ， 气

微 香 ， 亦 微 有 辛 意 ， 性 皆 微 温 ， 为 化 瘀 血 之 要 药 。 ” [6]250张 锡 纯 认

为 两 者 在 补 药 剂 中 作 为 佐 使 ， 既 可 行 补 药 之 滞 ， 又 能 徐 消 瘀

血 ， 与 党 参 、 白 术 、 黄 芪 并 用 ， 补 破 之 力 相 敌 ， 不 但 不 伤 气 血 ，

反 而 速 消 瘀 血 ， 大 能 开 胃 进 食 。 人 体 气 血 充 盛 ， 方 能 驭 药 胜

病 。 如 书 中 载 理 冲 汤 能 治 室 女 月 闭 血 枯 ， 男 子 劳 瘵 ， 组 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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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芪 、 知 母 、 党 参 、 白 术 、 山 药 、 天 花 粉 、 三 棱 、 莪 术 、 鸡 内 金 ” [6]168。

若 患 者 羸 弱 尤 甚 ， 则 去 三 棱 、 莪 术 ， 仅 留 鸡 内 金 ， 健 补 脾 胃 的

同 时 消 瘀 化 积 。 现 代 研 究 [18]表 明 三 棱 能 够 抗 血 小 板 聚 集 ， 抗 凝

血 ； 莪 术 能 够 抗 菌 抗 病 毒 ， 抗 炎 抗 纤 维 化 。 两 药 合 用 药 效 增

强 ， 临 床 常 常 配 伍 使 用 。

3.2.3 石 膏 - 阿 司 匹 林 《 医 学 衷 中 参 西 录 · 石 膏 解 》 言 ： “ 石

膏 之 性 ， 又 最 宜 与 西 药 阿 司 匹 林 并 用 。 ” [6]199张 锡 纯 强 调 生 石 膏

含 有 硫 氧 氢 成 分 ， 具 有 发 散 之 力 ， 能 够 透 表 解 肌 ， 煅 之 则 该 成

分 挥 发 ， 其 性 收 敛 ， 误 用 易 致 痰 火 凝 结 不 散 。 其 认 为 阿 司 匹 林

是 治 疗 肺 结 核 之 良 药 ， 并 据 其 发 汗 退 热 及 善 入 少 阳 的 特 点 ，

推 测 其 归 经 为 肺 、 胆 [14]。 石 膏 清 热 力 大 ， 发 表 力 轻 ， 而 阿 司 匹 林

达 表 力 强 ， 清 里 不 足 ， 故 两 药 相 伍 ， 最 善 清 解 表 里 之 热 。 张 锡

纯 言 ：“ 用 石 膏 所 煎 之 汤 送 服 阿 司 匹 林 ， 汗 出 后 亦 无 不 愈 者 。 ” [6]315

强 调 在 服 用 方 法 上 讲 究 分 多 次 徐 徐 温 饮 下 ， 病 愈 即 停 饮 。 阿

司 匹 林 则 当 先 少 少 试 服 ， 初 次 不 敢 稍 多 ， 若 用 大 剂 必 兼 服 玄

参 、 沙 参 等 滋 阴 之 药 ， 防 止 发 散 太 过 而 伤 肺 阴 。 当 代 学 者 对 两

药 配 伍 的 合 理 性 作 进 一 步 阐 述 ， 认 为 石 膏 阿 司 匹 林 汤 是 中 西

医 结 合 的 杰 出 典 范 ， 不 仅 能 够 增 强 退 热 之 功 ， 还 能 保 护 消 化

道 黏 膜 ， 防 止 出 血 ， 减 轻 非 甾 体 抗 炎 药 的 毒 副 作 用 [19]。

4 预防调护

张 锡 纯 对 饮 食 和 呼 吸 疗 法 也 有 所 研 究 。 在 食 疗 方 面 ， 张

锡 纯 认 为 每 日 豆 腐 浆 送 服 沙 参 末 ， 能 够 治 疗 肺 劳 喘 嗽 。 其 次

将 橄 榄 油 滴 水 中 服 用 亦 有 良 效 。 橄 榄 油 味 香 美 ， 性 善 清 肺 。 最

后 强 调 饮 食 方 面 注 重 清 淡 ， 多 食 藕 、 鲜 笋 、 莱 菔 、 冬 瓜 等 蔬 菜 ，

西 瓜 、 梨 、 桑 葚 等 水 果 ， 不 宜 桃 、 杏 ， 忌 烟 、 酒 、 一 切 变 味 及 辛 辣

之 物 [6]329。 《 医 学 衷 中 参 西 录 · 石 榴 解 》 载 ： “ 邻 村 张 氐 妇 ， 年 过 四

旬 ， 素 患 肺 劳 喘 嗽 ， 夜 不 安 枕 者 已 数 年 矣 。 ” [6]251 某 夜 偶 服 酸 石

榴 而 嗽 减 ， 连 服 3 个 月 而 愈 。 张 锡 纯 认 为 酸 石 榴 是 治 气 虚 不 摄

肺 劳 喘 嗽 之 要 药 。

在 呼 吸 疗 法 方 面 ， 养 生 家 有 口 念 呵 、 呼 、 呬 、 嘘 、 吹 、 嘻 六

字 ， 以 却 脏 腑 诸 病 者 。 张 锡 纯 认 为 服 药 之 外 兼 用 此 法 能 够 舒

畅 肺 气 ， 促 进 肺 病 痊 愈 。 书 中 载 有 一 门 生 患 肺 痨 ， 运 用 此 法 ，

每 字 六 遍 ， 每 日 两 次 ， 两 月 而 肺 痨 痊 愈 之 案 [6]329。 念 此 六 字 皆 需

徐 徐 呼 气 外 出 ， 古 人 多 言 呼 气 为 补 ， 在 此 过 程 心 肾 相 交 ， 心 肾

交 久 则 元 气 壮 旺 ， 气 旺 自 能 斡 旋 肺 中 气 化 ， 令 肺 痨 病 除 。

5 结 语

张 锡 纯 治 疗 肺 痨 疾 病 ， 突 破 历 代 医 家 局 限 ， 汲 取 现 代 临

床 医 学 知 识 ， 在 中 医 理 论 的 指 导 下 运 用 西 药 ， 主 张 中 西 医 结

合 标 本 兼 治 。 在 肺 痨 的 诊 治 过 程 中 ， 主 以 中 药 滋 补 肺 肾 、 健 补

脾 胃 ， 提 高 机 体 免 疫 ， 佐 以 阿 司 匹 林 、 几 阿 苏 等 西 药 退 热 除

菌 ， 充 分 发 挥 药 物 解 表 退 热 、 杀 菌 抗 痨 之 效 ， 并 强 调 东 西 方 人

体 质 有 别 ， 应 当 因 人 、 因 时 、 因 地 制 宜 ， 在 药 物 的 选 择 和 剂 量

方 面 ， 灵 活 加 减 合 理 处 方 。 其 次 张 锡 纯 注 重 运 用 饮 食 、 呼 吸 等

其 他 疗 法 进 行 调 养 ， 认 为 六 字 诀 对 于 肺 痨 病 的 治 疗 具 有 显 著

疗 效 。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 现 代 医 学 也 在 不 断 进 步 ， 新 的 抗 痨 药

物 不 断 涌 现 ， 张 锡 纯 所 用 的 西 药 如 今 已 非 主 流 ， 甚 至 被 淘 汰 ，

但 其 中 西 医 结 合 诊 治 肺 痨 的 临 证 思 路 ， 处 方 用 药 经 验 以 及

将 西 药 “ 中 药 化 ” 的 方 式 方 法 等 ， 仍 然 对 当 今 临 床 医 家 具 有 重

要 启 发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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