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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土家医药分会会长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民族中医院研究员 田华咏

从一草一药、一方一技到医药萌
芽时期，土家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
中，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经
过千百年的医疗实践，从“口传医药经
验”逐渐形成了具有基本理论知识的

“文传医学”……这就是“土家医药”。
土家医药具有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医
技医术特色突出、临床疗效好的特点。

以“三元学说”构建
土家医药理论体系

土家族是世代居住在湘、鄂、渝、
黔边区武陵山脉一带的土著民族，
称为武陵“土家”。土家族先民的早
期医药知识是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
而源起的。在原始的生产活动和医
疗活动中，火给土家族先民带来了很
多好处，比如火改变了土家族先民的

生活、生产和医疗条件。
在烤火取暖的同时，先民们逐渐

把烧热的石头、植物根茎或果实以及
动物的皮毛等烤热包裹好后，放在身
体的某些部位，以减轻或消除某些原
因引起的肚子痛、骨节痛等，于是就产
生了原始的焐热法。现今的滚蛋疗
法、扑灰碗疗法、熨法等民间传统疗
法，都是传承焐热法之经验而发展起
来的外治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家医
药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长期流散民间的一方一药、
一技一法的诊疗活动经过发掘、整理、
总结以及系统的研究，完成了土家医
药从“口承”到“文传”的历史转变，形
成了具有土家族医药文化特色的医药
体系——土家医学。

“三元学说”是土家医学的重要理
论基础，它有别于传统中医所讲的阴
阳、五行，是将人体内脏分为上、中、下
三元。上元（又叫头元）为天，中元（又
叫腹元）为地，下元（又叫足元）属水。
上元脏器包括脑、心、肺，统摄人体的
气、血、神志，为三元之首；中元脏器包
括肚（胃）、肠、肝，为水谷出入之地，水
精、谷精化生之处；下元脏器包括腰子
（肾）、尿胛（膀胱）、养儿肠（子宫）或精
孵（睾丸），有排泌余水（尿液）之功，为
孕精生成之所。

土家医学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
依赖三元脏器的正常功能发挥及气、
血、精的环流、代谢。人体的各种生命

现象均受三元脏器支配，气、血、精由
三元脏器所产生，人体的气、血、精经
天、过地、至水循环往复，并灌注全身，
维持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

药味不多用量大，
“主、帮、客、信”配伍合方

医药护一体化是土家医药发展过
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土家医药从萌
芽至今，都是源于一体的，形成了现今
的医药一家。土家族的医生称为“药
匠”，就是源于土家医都是先学药，同
时学会诊病、治病。土家医既是医师，
又是药师，能诊病处方，且种药、采药、
加工炮制药物。

土家医治病的方剂（医方）称为“方
子”。方子是在识病辨证的基础上，依
据确定的治法，选择适当的药物配伍组
合而成。土家医学将其组成结构概括
为“主、帮、客、信”四大要素。主药对疾
病起主要治疗作用，是方中不可缺少的
药物。帮药是帮助主药治疗主病的辅
助药物，或治疗兼病的药物。客药有
两种意义，一是克制主药的“过火”，二
是治疗与主病无关，但为重要兼病的

“客气”药。信药包括“药引子”，能引
导药物直达病变的部位。土家医方子
这一组成结构，表明了药物配伍之间
的主从关系及佐制关系，既有明确的
作用方向，又有相互间的紧密配合，因
而能够发挥较理想的治疗效果。

土家医方剂的药味不多，单味药
用量较大，少数为几味，多则十几味，
乃至百味。“主、帮、客、信”四大要素是
否都要具备，在具体组方上应视病情
和治疗的需要以及所选药物的功用来
决定。一般来说，主药和信药不可缺
少，而且主药用量大，信药用量最轻，
但无特殊规定，具体应以临床征象与
方子立法的主治方向而定，这样才能
发挥方剂的优势和疗效。

药材多鲜用，擅治
蛇伤、骨伤、小儿疾病

土家族聚居地多是高山密林，雨
量充沛，气候温和，毒蛇常出没，外伤
以骨折多见。风寒湿易侵袭骨关节，
这为土家医治疗骨伤、蛇伤、风湿病、
小儿疾病以及相关特色专科的建立等
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如对于关节脱
臼，土家医无需为患者开刀、打石膏，
通过接骨斗榫技术的手法整复、外敷
鲜药、小夹板外固定，以及早期、中期
及康复期内服土家药的内外兼治方
法，可帮助患者快速恢复功能。

由于土家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与气候特点，野外蛇种多，特别是五步
蛇、金环蛇、银环蛇、烙铁头等毒蛇
多。该地区适宜中药材生长，中草药
在林边、路旁等地随处可见。对于蛇
伤这类急性病症的救治，土家医常就
地取材，在野外使用七叶一枝花、蛇不

过、半边莲、一点白、黄瓜香、蛇舌草等
中的2~4种鲜药，洗净后捣烂或嚼烂
外敷于伤口。土家医认为，鲜药不易
破坏药物的有效成分，不但临床疗效
较好，而且就地取材，使用非常方便。

土家医对小儿疾病的治疗以外治
法为主，湘西刘氏小儿推拿手法是其
最具特色的外治法之一，对于小儿消
化不良、小儿外感发热、小儿腹泻三种
儿科常见病颇有疗效。湘西刘氏小儿
推拿手法是根据五经相助与相制原
则，针对相关穴位进行的推拿，通过补
虚泻实、扶正祛邪来调节阴阳和调整
脏腑功能。目前，湘西刘氏小儿推拿
手法已在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直
中医医院，以及广东、重庆等省市的多
家医院推广应用。

2019年，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民族中医院组织起草、中国民族医
药学会组织审定的《土家医药医疗标
准》正式对外发布。该标准涵盖了土
家医药常用名词术语，以及热书卡别
列证（风湿性关节炎）、泽阿劳（糖尿
病）等 8种疾病的诊疗指南、疗效评
价标准、土家医护理规范等在内的
52个标准。此为土家医药第一次发
布团体医疗标准，该标准的编制旨在
规范土家医对常见病的诊疗、技术操
作及护理，为临床医护人员提供了土
家医常见疾病的标准化诊疗技术与方
法，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土家医的
诊疗水平。 （本报记者 王宁整理）

土家医药 从大山深处走来

《中成药治疗抑郁障碍
临床应用指南》发布

日前，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华中医药学
会心身医学分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
医院联合举办的中国中医心身医学
2022学术年会在江苏省泰州市召开，
《中成药治疗抑郁障碍临床应用指南》
同期发布。

大会主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
医院党委副书记郭蓉娟介绍，《中成药
治疗抑郁障碍临床应用指南》是由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主导发布的详细论述中
成药治疗抑郁障碍的临床应用指南，该
指南的发布对规范、推广中成药在抑郁
障碍治疗中的应用，提高抑郁障碍的防
治水平，减轻患者的治疗负担具有重
要意义。作为该指南的负责人之一，
郭蓉娟在会上按照指南编写体例，从
轻度、中度、重度三个梯度对6个中成药
的9条推荐意见进行解读。 （闫妍）

□本报记者 王宁

“中医‘双心学说’强调心主血脉
与心主神明生理相依、病理互损，治疗
上应病证结合、以证统病，从而达到

‘双心’同治的目的。”在日前由中国中
医药信息学会举办的中医双心医学学
术研究座谈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医院副院长赵海滨提出，双心疾病
是心内科常见病，临床以冠心病伴焦
虑抑郁多见，冠心病（胸痹）和焦虑抑
郁（郁病）可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运
用“双心学说”指导治疗，而且临床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

心主血脉与心
主神明生理相依、
病理互损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心血管
疾病的心身关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随着双心医学理念的普及，长期从事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临床工作的赵
海滨认识到，建立在西医理论基础之
上的双心医学的理论精髓，事实上已
在我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有过明
确论述。

赵海滨介绍，《黄帝内经》曰：“心

主身之血脉”“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
也，精神之所舍也。”其关于“心主血
脉”与“心主神明”的理论，与西医语境
下的心脏生理和精神心理理论殊途同
归。他解释，中医“双心学说”，即“血
脉之心”和“神明之心”双心一体，生理
相依，病理互损，双心为病。

具体而言，心主神明为心主血脉
的重要保障。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
腑之大主，神明之所出，精神之所舍。
心主血，上供于脑，血足则脑髓充盈；
同时，脏腑气血的正常运行均有赖于心
主神明。若精力充沛，意识清晰，神志
正常，则反映心血充沛，心脉得养，体现
了心主血脉与心主神明功能之间的生
理相依性，以及心与脑的同源性。

同时，心主血脉是心主神明的重
要基础。如《黄帝内经》中“血并于上，
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
并于上，乱而喜忘”，明确指出心主血
脉异常可以导致心主神明异常。心主
神明功能受损亦会导致脑神受损，即
《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言“一处神明伤，
则两处神俱伤”。

“ 瘀 热 虚 滞 ”
是双心疾病的重要
病机

中医“双心学说”强调将“血脉之

疾”和“神明之病”视为一体，作为心
脏疾患的两个方面，并根据其共同的
病理因素进行辨证论治，即“双心”同
治。在临床实践中，赵海滨团队发现
双心疾病普遍存在瘀热虚滞的病
机。其中瘀为基，热为渐，虚为枢，滞
为扰。

瘀
即瘀阻心脉，血脉之心为
病之胸痹心痛多因心主

血脉失调、心脉瘀阻而猝发。而
神志病往往与血瘀关系密切，瘀
血内积，血凝不流，壅塞不通，心
神不得心营滋养，出现焦虑、抑郁
等病象。

热
即内生热邪，五志过极皆
能化生火热，燔灼心脉。

实邪如心脉瘀血内积不消，可壅郁生
热；阴血亏虚，阳浮于上亦可生虚
热。而且内生邪热与神志病关系密
切，内生实热可以上扰心神，出现烦
躁、焦虑等情志症状，内生虚热亦可
致神乱。

虚
即暗耗而正虚，因实转虚，
瘀热搏结日久，暗耗气血以

致气血亏虚，脉道失荣，心营失养，心
脉失荣则胸痹而痛，心神失养，神志不
藏而发为神志病。

滞
即气机郁滞，瘀血痹阻心脉
可致心气郁滞，瘀阻脉络

日久生内热，瘀热交结，阻碍气的运
行可致气滞；气虚可引起气本身的运
动活力不足，推动无力，气机不畅以

致气滞。瘀、热、虚各阶段均可见
不同程度的气滞，气滞又常加重
瘀、热、虚，甚或相互交结，病情更加
复杂。

“瘀”“热”损于血脉之心，心失
所养，无力泵血，则心功能无以恢
复。“虚”“滞”损于神明之心，心神
失充，则情绪低落，兴趣缺乏，发
为郁病。整体而言，瘀、热、虚、滞
在冠心病伴焦虑抑郁进展过程中可
以互相转化，一方面瘀热日久，耗
气伤阴，因虚而气滞；另一方面，气
虚不运，留痰生瘀，蕴久酿热，虚实
夹杂。

运用“双心方”
调治冠心病伴焦虑
抑郁

赵海滨指出，双心疾病治宜兼
顾血脉之心与神明之心，达到“双心”
同治的效果。临床上，他常运用“祛瘀
清心法”治疗“血脉之心”，“养心调
神法”治疗“神明之心”，以达“形神
合一”。

结合“双心学说”的病机认识和治
疗方法，赵海滨总结出“双心”同治的
代表方——双心方。方中的丹参活血
化瘀、宁心安神，为君药；酸枣仁为养
血调神之要药，为臣药；百合具有养心

阴、清心热的作用，配伍丹参清心热，
又助酸枣仁养阴血，俾阴充则神藏，为
佐药；川芎为使药，可增强祛瘀之效，
兼可行气以助血脉畅通。诸药合用，
共奏“活血清心”以清“瘀”“热”，疗血
脉不畅；“养血调神”以调“虚”“滞”，治
疗神明的异常。全方药味精炼，选药
精准，药效集中，共收活血清心、养血
调神之效。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开
病证结合论治之先河，《伤寒杂病
论》以六经为纲，以证言方，方随证
出，方证一体。当多种疾病合并出
现、病情较为复杂时，以证的病机和
证候为纲，以病为目，突出证候辨
识。在具体临证时，赵海滨常应用

“以证统病、病证结合的论治模式”
诊治双心疾病。他抓住双心疾病的
基本病机演变规律，以每个时期不
同证型为纲，辨病辨证相结合，以证
为主，辅以辨病，将双心疾病的病理
变化过程清晰化，从而增强了临床的
诊疗能力。

赵海滨建议，应依据双心疾病的
特点，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以及
太阳、少阴表证，少阳、厥阴半表半里
证，太阴、阳明里证入手，将该病的
证型分类回归到最基础的八纲辨证
和六经辨证中。这一做法既简化证
型和辨证过程，又不失中医学对疾
病认识的总体把握，临床常能取得
较好的治疗效果。

从“以证统病”入手辨治双心疾病

近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建康”膏方节正式开幕。
作为中医养生保健的重要手
段，膏方越来越受到市民的关
注。“我晚上睡不好觉，总出汗，
免疫力低下，能用膏方调理
吗？”“我刚做完甲状腺手术，不
知道膏方调养效果如何？”……
活动现场，来自肿瘤科、内分泌
科、呼吸科、皮肤科、妇产科等
科室的专家为群众把脉问诊、
答疑释惑。此外，中医适宜技
术体验、中药鉴赏等活动也吸
引了不少“中医粉”。

杨萨飒 殷舒月摄影报道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儿科主任 赵鋆

“夏养心，秋主肺”，秋季是各种呼
吸系统疾病的高发季节，很多孩子容
易出现鼻子痒、流鼻涕、咳嗽等与肺有
关的症状。秋令主燥，内应于肺，燥邪
干涩，易伤津液。肺为娇脏，小儿属于
稚阴稚阳之体，肺脏更为娇嫩，而且阴
常不足。燥邪客于肌表，则皮肤干燥、
瘙痒；客于肺卫，则久咳难愈；客于大
肠，则大便干结。所以，小儿秋季养生
贵在养阴润肺。

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肺、脾、
肾三脏常不足，在季节交替的时节，十
分容易出现脏腑功能失调、免疫力降
低，既往有鼻炎、哮喘、过敏性咳嗽的
孩子也更容易复发；遗尿儿童在进入
寒冷的季节往往病情会加重，夜间尿
床次数增加，尿湿后又增加了感冒的
频次。如果孩子有以上这些情况，不
妨试一试儿童膏方。

膏方历史悠久，起源可追溯到《黄
帝内经》，是中医传统剂型之一。现代
的儿童膏方由医师通过望、闻、问、切
详细辨证分析后，因人而异开具处方，
做到“量身定制”“一人一方”；然后将
药浓煎，并去渣取汁；再根据孩子的需
要加入冰糖或蜂蜜，以及黑芝麻、核桃
肉等，浓缩收膏而成。其口感香甜，深
受孩子们的喜爱，具有营养滋补、“治
未病”的作用。

我院儿科传承于海派徐氏儿科，
徐氏儿科认为，小儿生理上具“形气未
充”和“易寒易热，易虚易实”的特点，
病理上多见血少气弱，因此治疗上提
倡“温阳扶正祛邪为本”“调补脾肾、益
肺固表”的理念，擅长用膏方治疗一些
儿童慢性、反复发作的疾病。

与成人膏方不同，儿童膏方一般
选用药性较为平和的药材，用药轻灵，
以清补为主，避免大苦大寒、太过滋腻
的中药，以免妨碍脾胃的消化功能，做
到治中寓补、补中寓治，补虚纠偏。临
床上常选用麦芽、山楂、山药、芝麻、红
枣、莲子等药食同源之品，符合儿童的
生理特性，也符合徐氏儿科一贯主张
的食疗法。

膏方经过特殊熬制，浓度高、体积
小，每次的服用量少，一次开方可服用
两个月左右。相比传统汤药，膏方的药
性稳定，服用时无需煎煮，便于储存及
携带，优势十分明显，更适合孩子服用。

儿童膏方
补中寓治

哪些孩子可以吃膏方？
1.4 周岁以上体虚者（有生

长发育滞后者可适当放宽年龄
限制）。

2.反复呼吸道感染者。
3.既往有哮喘、慢性咳嗽、过

敏性鼻炎者。
4.食欲不佳、面黄消瘦、身材

矮小者。
5.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

障碍者。
6.遗尿、多汗者。

膏方会导致性早熟吗？
膏方是通过纠偏来调理的，

其依据是孩子的体质和平时易发
的疾病，并不是纯补，不会出现
性早熟的问题。孩子若已经是
性早熟或者有肥胖、代谢紊乱等
问题，就不适合吃膏方了，建议
服用汤剂等其他中药剂型调理。

吃膏方前需先服“开路方”吗？
1.脾胃虚弱者，尤其是经常

使用抗菌药物，伴有胃口差、反复
腹泻腹痛、舌苔厚腻等消化功能
不良的孩子，需要先调脾胃。

2.在外邪未尽（如发热、感冒
等急性病期间）的情况下，不要过
早使用补膏；对于咳嗽痰多者，最
好先吃“开路方”化痰。

3.“开路方”可以作为“探路
药”，即先进行试探性调补，观察
孩子服药后的反应，为正式开出
膏方做准备。

服用膏方有哪些注意事项？
1.忌食生冷、油腻、油炸、辛

辣等食物。
2.当出现鼻塞、流涕、咽痛、

发热等感冒症状，或者哮喘急性
发作时，均应暂停服用膏方，待症
状消失后再恢复服用膏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儿科主任 姜永红）

关注关注关注本期

资讯资讯资讯中医

膏方节引来“中医粉”

寒露已过，又到了一
年中最适合服用中医膏
方调补身体的时候了。
那么，儿童可以服用膏方
吗？儿童服用膏方有哪
些注意事项呢？

调理小贴士

民族医药是中医药
的重要组成部分，汲取着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各族
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
实践和与疾病斗争中逐
渐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
的医学科学。本期开始，
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近
民族医药，了解其独具特
色的理论体系以及丰富
的实践经验，更好地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民族医药民族医药民族医药走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