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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治未病”思想在甲状腺结节防治中的应用探讨

吴丹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要：甲状腺结节属于中医“瘿病”范畴，其发病受情志、饮食、体质等因素的影响，与肝、脾密切相关。木郁、土湿则

肝郁气滞，脾失健运，最终导致痰、气、瘀三者相合壅结颈前成患。张仲景的《伤寒论》继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

病”思想。结合张仲景治未病思想，甲状腺结节的防治当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未病先防，通过节饮食、调情志、顺天

时以阻止疾病发生；二是既病防变，从肝调治、从脾调治以截断病势，防止其传变与恶化；三是瘥后防复，做到静息调

养、合理饮食等以阻断疾病复发。张仲景“治未病”思想是中医防治疾病思想中的精华，土木同调可为甲状腺结节的防治

提供新思路，对运用中医药防治甲状腺结节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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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ZHANG Zhong-Jing’s Thoughts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yroid Nodules

WU D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China）

Abstract：Thyroid nodul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category of“goiter disease”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The onset of thyroid nodules is influenced by emotions， diet and body constituti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ver and spleen. The depression of the liver and the dampness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will
result into liver constraint and qi stagnation as well as failure of spleen in the transportation，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combined phlegm，qi and blood stasis in the front part of the neck. ZHANG Zhong-
Jing’s Shang Han Lun（Treatise on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hough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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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from Huang Di Nei Jing（Huangdi’s Cannon of Medicine）. By following ZHANG
Zhong- Jing’s philosophy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yroid nodules
should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3 aspects：firstly，prevention before disease onse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regular
diet，regulation of emotions，and adaption to the climate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 the second is to
prevent the progress of diseases by regulating the liver and the spleen to counteract the disease and to prevent
disease from exacerbating； the third is to prevent the disease from recurring after the cure of diseases by taking
good rest and preserving health and having proper diet to prevent the disease from recurring. ZHANG Zhong-Jing’s
thoughts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is the essence of TCM theory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diseases，
and the method of harmonization of earth（spleen）and wood（liver）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yroid nodules，which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yroid nodules
with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thyroid nodules； goiter disease； ZHANG Zhong- Jing；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regular

diet； regulation of emotions； adaption to the climate； treatment from regulating the liver；
treatment from regulating the spleen

甲状腺结节是一种患病率高、诊疗率低的内

分泌疾病。目前西医治疗甲状腺结节的方法中，

主要有药物疗法、131I（碘-131）疗法、消融治疗、

手术治疗等，但手术治疗弊大于利，而药物、消

融、131I疗法不作为首选推荐。中医学中，甲状腺

结节可归属“瘿病”的范畴，并认为甲状腺结节

的发病受情志、饮食、体质因素的影响，与肝、

脾关系密切。甲状腺结节作为一种内分泌疾病，

其中医发病机制主要与肝郁气滞、脾失健运以致

痰湿内生，日久引起血脉瘀阻，痰、气、瘀三者

相合成患有关，气滞痰凝壅结颈前是本病的基本

病理。研究[1]表明，中医药在防治甲状腺结节方面

具有一定优势。

中医学的“治未病”思想在中医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中已有记载，张仲景的《伤寒论》继

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治未

病”思想可概括为3个方面，一是未病先防，通过

改善生活方式来预防疾病；二是既病防变，在疾

病初期截断病势，防止其传变与恶化；三是瘥后

防复，强调预防疾病复发。 本研究基于中医 “治

未病”思想， 从本病的发病因素、病理机制与肝

脾入手探讨甲状腺结节的防治，以期为运用中医

药防治甲状腺结节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1 未病先防

肝脾在“未病先防”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

肝脾在“未病先防”中的重要性，张仲景在《金

匮要略》中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

脾，四季脾旺不受邪”；李东垣曰：“内伤脾胃，

百病由生”；周学海的《读医随笔》则认为：“医

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 由历代医家的论述可

知，肝脾两脏在防治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肝主

疏泄，脾主运化，肝脾两脏各有其重要的生理功

能，且关系密切。二者生理上的联系表现在血液

的生成、贮藏和运行方面的相互联系。肝胆之为

用，实与脾胃之功能相关。木能侮土，亦可疏

土；脾气升则肝气升。肝脾两脏在人体防病治病

中亦共同发挥重要的作用。若肝脾功能失调，常

可表现为肝病及脾（木乘土）或脾病及肝（土侮

木）。在甲状腺结节的预防中，无论节饮食、调情

志、顺天时等，都与肝脾息息相关。

1. 1 节饮食 《备急千金要方》云：“饮食过多则

积聚，渴饮过多则成痰”，可见饮食与疾病的形成

密切相关。张仲景重视饮食在疾病防治中的作

用。《金匮要略·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曰：“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

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指

出正确的饮食方式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金匮要

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也阐明“食伤”是

疾病产生的因素之一。饮食伤脾则易生痰湿，日

久壅结于颈前则生瘿。因此，预防甲状腺结节首

先应做到控制饮食，以免过食伤脾而致病。《金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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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记载：“服

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

入其腠理”。提示节饮食，一要节制食物寒冷燥热

之性，二要节制食物酸苦辛甘之味。饮食上应以

清淡的食物为主，少食肥腻之物。《金匮要略·果

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 篇中也有“春不食

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

脾”的论述，强调了顺应时节进食，四季饮食都

应健脾护胃。《儒门事亲·瘿》则有治疗“瘿气先

须断厚味”的记载。现代临床研究[2]表明，碘是合

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元素，循环中碘过多或过少

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我国膳食指南中推

荐，成人碘摄入量为120 μg/d，日常饮食中要注意

不过多食用含碘量高的食物如海藻、海带。由上

可知，节饮食可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发病。

1. 2 调情志 宋代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瘿瘤证治》认为，瘿病“乃因喜怒忧思有所郁而

成也”，其病情可“随忧愁消长”；明代孙志宏的

《简明医彀》也提出，“倘喜怒失节，忧思过度之

类，致气滞血凝，而成此疾”。可见，中医认为情

志对瘿病的消长影响颇大。情志内伤会导致气机

不畅，津液易聚成痰，痰气交结于颈前成病。《素

问·上古天真论》曰：“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

神内守，病安从来？”调摄精神在预防疾病中具有

重要作用。付红萍[3]发现，甲状腺结节患者的中医

体质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存在显著相关性；

《基于个体化的广泛性焦虑障碍中医临床实践指

南》[4]指出，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评分与甲状腺结

节中医体质分布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预防甲

状腺结节，要重视调畅情志，及时缓解焦虑及抑

郁情绪。

肝主疏泄，主情志，在调畅情志时需注意疏

肝解郁；对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患者，中医认为

应尽可能减少药物的使用，多采用芳香疗法、导

引和按摩、拔罐、刮痧、砭石等以缓解其焦虑情

绪。在自我调摄时，应保持心神宁静，做到“内

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素问·移精变气论

篇》），心胸豁达，拥有乐观的心态；同时应培养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树立坚定的信念。坚强

的信念和意志，对机体的生理状态有一定影响，

可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5]。在受到外界打击和挫折

时，可尝试采用“转移情志法”，通过转移注意

力、思想焦点或转移环境，以使患者从不良情绪

中解脱出来。 情志既可以致病，也可以治病。“情

志相胜法”[6]是中医特色疗法之一，其以四时五脏

阴阳为基础，将五行与五脏、情志相配属，根据

五脏之间的制约关系，提出“怒伤肝，悲胜怒”

“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

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等观点，临证时可根

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情志调摄法、开导劝说法

等亦为中医情志疗法。另外，徐蕊等 [7]的研究证

实，音乐可促进内分泌系统分泌与情绪、应激、

压力、奖赏等相关的激素，以调节人的心身健

康。中医音乐治疗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依

据，以五音应五脏、五脏对五志作为辨证施乐的

基础，辨证施乐以影响人体气机运行，从而使阴

阳平和、气血通畅、情绪平稳。

1. 3 顺天时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体质是疾病发

生的“土壤”，体质与疾病密切相关。黄守清等 [8]

发现，阴虚质、阳虚质、气郁质、气虚质的人群

出现甲状腺结节的风险较高。故甲状腺结节的预

防，应注意调理体质，保持气血阴阳平衡。人与

自然为一体，体质的调理需顺应自然规律。

顺天时体现在日常饮食中，应做到食用应时

之物，如在春夏季节食用凉润之瓜品，使阳附于

阴不致升发太过；在秋冬季节食用温热之肉品，

保护阳气，以使阴气安宁不致损耗，做到“春食

凉，夏食寒，秋食温，冬食热”。顺天时体现在日

常起居中，是指春夏养生宜调整作息以适应阳气

动散之势。即春季应“夜卧早起”，协助神气向外

发散以应春生之势；夏季阳气较春季更加旺盛，

应多运动，适当加大运动量与延长运动时间以应

夏长之势。夏日加大活动，使气随汗出，效法离

火阳热外泄之法。秋冬养生则需顺应阴气静藏之

势。秋季要“早卧早起”，适当缩短觉醒与活动时

间，助神气向内收敛以应秋收之势；冬季阴气更

加隆盛，应“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增加睡眠时

间以应冬藏之势。五脏与阴阳四时相应的规律

为：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

冬；肝、心属阳，脾、肺、肾属阴。故“顺天

时”可养五脏。

2 既病防变
甲状腺结节属于中医“瘿病”范畴，其发病

受情志、饮食、体质等因素的影响，与肝、脾密

切相关。甲状腺结节发病具有木郁横逆中土之特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年第40卷1272



点。木气横逆中土，中土功用失司，己土不升则

乙木郁遏，下陷则生寒、生湿；戊土不降则甲木

逆上，直升则生热、生风。如此，木气郁结横

逆，戊己升降失调，阴浊之物盘踞 [9]，最终导致

痰、气、瘀三者相合壅结颈前成患，甲状腺结节

由此而产生。

2. 1 从肝调治 足厥阴肝经“上贯膈，布胁肋，

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

脉会于巅”（《灵枢·经脉》）。甲状腺正位于肝经循

行之处。肝主疏泄，调畅一身之气机，忧思郁怒

伤肝，肝气不畅，气机郁滞则日久生痰或气郁化

火，炼液为痰，痰停成瘀，痰、气、瘀壅结于颈

前则成瘿病。丁婉丽等[10]在分析女性甲状腺结节危

险因素时，发现结节的发生与“肝主疏泄”功能

失常密切相关，可见从肝论治可及早截断该病的

病势。

张仲景治疗杂病尤其重视调肝，针对肝之实

证，深谙“木郁达之”之意，如用旋覆花汤疏肝

理气活血，枳实芍药散疏肝活血止痛，茵陈蒿汤

清热利湿、逐瘀退黄以畅达肝胆气机。仲景方

中，其调治肝脏方中常用疏肝理气之品，如柴胡

类方之柴胡，四逆散之枳实等。临床研究已证

实，香附、木香、青皮、枳壳等疏肝理气药可缩

小甲状腺结节的体积、降低结节恶变的高危因素

评分。如李莉等 [11]收集甲状腺结节的内治方剂

137 首，发现其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前 10味药中，

疏肝理气药占比较大，柴胡、郁金、香附则居前

三；卜献春以柴胡疏肝散为主方治疗，可明显改

善甲状腺结节患者不适症状[12]。中医认为，五味入

五脏，而酸为肝之本味。针对肝之虚证，仲景主

张“肝之病，补用酸”。酸味药如酸枣仁、白芍等

可滋阴柔肝，收敛偏亢之肝气，王旭常用炒白

芍、酸枣仁养血柔肝以治疗甲状腺结节患者[13]。另

外，《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提

出：“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

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即在疾病早期或者恶化发展之前，可用针灸导引

按摩截断疾病的演变路径。期门为肝之募穴，募

穴多治血病，在结节初期可辨证针刺期门以疏肝

活血；陈彦蓉[14]采用循足厥阴肝经太冲、膝关等穴

的针刺疗法治疗甲状腺结节患者，可明显改善甲

状腺结节患者的伴随症状，为从肝论治针刺法治

疗甲状腺结节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2 从脾调治 《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

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

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

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脾土损伤，水谷

精微不能正常生成、敷布，留滞体内即成痰浊。

足太阴脾经循行路践为“上膈，挟咽，连舌本，

散舌下”（《灵枢·经脉》）。痰浊随脾经之经脉之气

升降，结于颈部则发为瘿。明代陈实功的《外科

正宗·痈疽门》云：“瘿瘤之属，治法不必发表攻

里，只当养气血，调经脉，健脾和中，行痰开郁

治之，法为最善。”因此，从脾调治对于阻止瘿病

的发生发展十分重要。《伤寒论》第184条：“阳明

居中主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张仲景注重顾

护脾胃和扶助正气，在遣方用药中也明显体现了

这一思想。余光椿 [15]整理《伤寒杂病论》中的方

剂，筛选出养生防病方剂37首，其中26首方剂有

调补脾胃之功；健脾中药如大枣、甘草、人参、

生姜等在《伤寒论》方中多处可见；有 71首方包

含了炙甘草，40首方采用了大枣；大枣、生姜共用

的方剂有 37首，大枣、生姜、甘草共用的方剂则

有31首。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提

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气郁

滞导致甲状腺结节形成时，应先“实脾”，即先安

未受邪之地，避免疾病的传变[16]。甘为脾之本味，

临床上可采用甘味药以补益脾脏。孙鑫等[17]在应用

传统的消瘿散结法的基础上，特别注意益气健

脾，常重用太子参、黄芪促进甲状腺功能的恢

复。 甲状腺结节的中医证候分布中，脾虚痰盛型

居多，临床常用茯苓、砂仁、陈皮、半夏、四君

子汤、参苓白术散、二陈汤等方药以健脾化痰。

李军创立的治疗甲状腺结节的专方中，重用陈

皮，取其调气健脾化痰之功[18]；吕蕾等[19]以二陈汤

加减治疗甲状腺结节，能有效缓解患者症状及缩

小甲状腺结节；陈俊有[20]的研究显示，运用健脾化

痰方治疗甲状腺结节效果显著。

3 瘥后防复
《伤寒论》设“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

治”篇，专门讨论“病愈防复”的问题。张仲景

认为，疾病初愈，邪气未退，正气尚虚，需继续

巩固调理才能保持气血阴阳平衡，以促进机体功

能恢复；反之，则易使疾病复发。故疾病刚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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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注意静息调养，不得强行劳作，否则体内

正气虚弱又遭损伤，疾病反复。同时，《伤寒论》

第 386条提出：“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汤

主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

也提及：“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

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指出了应根据五脏生

理特性的不同，近其所“喜”，远其所“恶”，使

疾病痊愈。

《伤寒论·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

曰：“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

与谷，脾胃气尚虚，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

则愈”。仲景认为，在疾病初愈之时，脾胃的功能

尚未完全恢复，要注意脾胃的调养，不可轻易大

补大养。据周慧敏等[21]的统计，《伤寒杂病论》中

使用的食疗药物有 26种，如大枣、甘草、生姜、

蜂蜜等，食疗方剂也多达百首，如猪肤汤、甘草

汤、苦酒汤、甘麦大枣汤等，均可辨证用于病后

康复；张仲景常用的药食两用之品如大枣、生

姜、粳米、饴糖等可补益脾胃，益气养血。张仲

景喜用粥糜温养中焦，如《伤寒论》中十枣汤后

的“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桂枝汤后的“啜热

稀粥一升余”，大建中汤证中的“如一炊顷，可饮

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等。清代吴谦编

修的《医宗金鉴》记载：“新愈之后，脏腑气血皆

不足，营卫未通，肠胃未和，惟宜白粥静养”。这

充分说明，患者病愈后可多食粥糜以补助正气，

祛邪外出。

仲景亦主张食物有“宜忌”，需合理选择食

物，如《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及《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两篇

中专论饮食宜忌的相关内容及范例达160条。甲状

腺结节患者好转后需合理饮食，多吃如芥菜、猕

猴桃等有散结消肿作用的食物，少吃如核桃等

“令人动痰饮”的食物，以防止结节增大或新生。

4 结语
甲状腺结节是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可归

属于中医学的“瘿病”范畴。中医认为，情志不

舒、饮食失调、体质偏颇均可影响肝、脾，导致

木郁与土湿。肝失疏泄，脾失健运，气机郁滞，

内生痰湿，进而痰气交阻，血脉瘀结，痰、气、

血三者壅结于颈前而成瘿。张仲景继承并发展

《黄帝内经》的“治未病”思想。结合张仲景“治

未病”思想，针对甲状腺结节的中医发病因素、

病理机制、相关病位的发病特点，甲状腺结节的

防治当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未病先防，通过

节饮食、调情志、顺天时以阻止疾病发生；二是

既病防变，从肝调治、从脾调治以截断病势，防

止其传变与恶化；三是瘥后防复，做到静息调

养、合理饮食等以阻断疾病复发。 通过探讨张仲

景“治未病”思想，可以加深对防治疾病的认

识，而土木同调的思路可为甲状腺结节的防治提

供新思路，对运用中医药防治甲状腺结节具有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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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气相求”理论治疗漏肩风的思路探析

李雯 1， 樊莉 2， 李滋平 2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2. 广东省中医院，广东广州 510120）

摘要：“同气相求”理论是以气机的运行规律作为指导，将体内充盈之气引至患处，气载血至，方解除病痛。“气”作为全

身功能维系的根本注于脏腑，并由经络将脏腑之气与腠理相连。该文主要从经络角度，通过同名经的特性将“同气相求”

理论贯穿始终，通过上病取下，左病取右的双交叉法进行经络辨证及该理论指导下对漏肩风的辨经取穴，同时附医案一则

将理论与临床结合，便于理解该理论在漏肩风中的运用。

关键词：气；同气相求；漏肩风；同名经；辨经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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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Theory of“Sensation and Response”in the Treatment of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LI Wen1， FAN Li2， LI Zi-Ping2

（1. Th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China；
2. Guangdong Provi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Hospital，Guangzhou 510120 Guangdong，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sensation and response”is guided by the operation law of qi movement，which guides
the fullness of qi in the body to the sick area，so that the qi carries the blood to the area to relieve the pain. Qi as
the fundamental maintenance of body functions， is injected into the zang- fu organs， and is connected to the
interstices by the meridi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this paper runs through the theory
of“sensation and response”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ridians with the same name meridian， and
differentiates meridians through the double- crossing method of taking the lower part of the meridians for upper
illnesses and the right part for left illnesses，and identify the acupoints selection of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 Furthermore， a medical case is attached to combine the theory with clinical
practice，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in the case of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Keywords： qi； sensation and response；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the same name meridian； acupoint

selection for meri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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