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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气学说是中医重要的理论基础"正气具有协调五脏六腑$维护阴阳平衡$促进气血和畅$疏通经络运行$适应内外环境

变化$抵抗邪气入侵$促使病体康复的七大功能! 邪正盛衰是中医重要的病机"包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正邪交争"正胜邪退"正胜邪伏"正邪胶着"邪盛正衰"正虚邪恋八种转归! 扶正观认为"疾病的发生是正气不足的结果"在临床

上要充分认识正气的作用"始终关注患者正气的强弱"始终不忘固护正气"将扶正或扶正祛邪作为疾病的根本治则! 扶正包

括健康不忘固护正气$正邪交争时祛邪即是扶正$正胜邪退时扶正固本$正胜邪伏时扶正即是祛邪$正邪胶着时祛邪而不伤

正$邪盛正衰时扶正为主辅以祛邪$正虚邪恋时治标不应者求之于本七种方法!

关键词!邪正盛衰#&扶正观'#&扶正七法'#正气#邪气#&伏邪学说'#王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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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b>?E%C>E=->?E/+-T++? X=+?È >@?H +D><C@G-(0̀ >%-=+,0(A,+0>-F(C+D><C@G-(0̀ >>?H>G@->?E-=+H+G<>?+(CX=+?È >@AT+<<@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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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学说是中医重要的基础理论%邪正盛衰是

中医重要的病机%利用正气学说解释疾病的发生(发

展及转归%并用于指导临床(保健%为中医的发展和

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祖龙教授

为河南中医药大学三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

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医疗(教学(科研中立足于中

医基础理论%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提出了$扶正

观&$邪正盛衰的八种转归&和$扶正七法&等观点%

以期补充中医完善的正气理论%强调$扶正气&在养

生(保健(防病(治病中的重要性' 笔者有幸聆听教

诲%现将王祖龙教授扶正观总结报道如下'

CD正气考

CECD正气的来源&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的源泉

是气%气构成宇宙万物%气是万物与宇宙的能量和媒

介,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是

永恒运动的%气的性质分为阴阳%气的运动以五行作

为表现' 数千年来%对气及其分类和功能的认识有

很大的差别%在古代哲学和中医中%真气(元气与正

气是不同的概念' .黄帝内经/

)%*及以前所说的气

以$真气&为主%真气最早指先天之气%与元气相似%

后转化为先后天之气的总和%.灵枢+刺节真邪/对

真气有如下描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

充身者也'&马莳注曰!$真气者%与生俱生%受之于

天日%与谷气相并%而充满于身者也'&张志聪注!

$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 受于天

者%先天所生之精气00谷气者%后天水谷之精气%

合并而充身也'&明确提出真气来源于生命先天%得

后天充养'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恬淡虚无%真

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说真气%又涵盖了

抗邪抗病之意)!*

'

东汉时期的.难经/

)9*提出了$元气&的概念%首

见于.难经+十四难/!$脉有根本%人有元气&%并把

元气的学术思想广泛应用于中医学理论中%而这里

的元气指的是先天之气%或称为先天之精'

中医学普遍认为$正气&是相对于邪气而言的%

是邪气的对立面%是人体防病抗病的根本' 但有观

点认为%$正气&在.黄帝内经/最初的概念是邪气的

一种' .灵枢+刺节真邪/言!$真气者%所受于天%

与谷气并而充身也' 正气者%正风也%从一方来%非

实风%又非虚风也' 邪气者%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

人也深%不能自去'&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原文的

$正气(邪气&与现代$正气(邪气&概念不完全一致'

原文中$正气&表达$正风&之义%本质内涵是与时节

所应方位相正的风%具有一定的致病性%属于现代外

邪的范畴' 正气是一种较弱而不能与真气相抗衡的

邪气%因此其对生命造成的病理影响往往会随着真

气抗邪作用的发挥而自行消退' 宋代.素问遗篇+

刺法论/依据$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彻底确

立了$正气&为生理之气的认识以及与邪气相抗争

的对立关系%形成了中医$邪正盛衰&的病机%取代

了$真气&在抗邪中的主要作用)#*

'

目前为止%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元气%是人体最

根本(最重要的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指的是先

天之气,真气%是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的综合体,宗

气%为来自脾胃谷气精微之气和自然界清气结合而

成%属后天之气范畴,营气%是行于脉中而具有营养

作用的气%是血液重要组成部分,卫气%是行于脉外

而具有保卫作用的气%有维护人体%避免外邪侵袭的

作用' 很多时候%我们把正气当作卫气%只认为正气

具有抗邪卫体作用%可以将其理解为狭义的正气'

.中医基础理论/

)P*提出气可以称为$人气&%是人体

的$一身之气&%也可称为$人身之气&%是构成人体(

运行全身(抵抗邪气的$极细微物质&%也可以称为

$正气&%对人体具有防御(抗邪(调节(康复等作用%

基本确立了正气的概念和作用%但仍有可完善之处'

CEFD正气与邪气

CEFECD正气的概念及内涵&正气是人身之气%是构

成全身各脏腑组织(运行全身并维持自身正常运行

"平衡阴阳(协调脏腑(和畅气血(疏通经络#的能

力%是机体对抗外界干扰(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

力%是机体抗病能力以及病后康复和预防复发的能

力%是元气(真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

之气的总和%是全身组成及功能活动的基础%是人体

健康的根本%是$治病必求于本&之本' 正气%大到

人的一身之气%小到一脏一腑(一经一络的功能%都

属于正气的范畴%人体每一处的功能都正常%才是正

气正常%才是健康的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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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EFD邪气的概念&邪气的定义有基本的共识'

不正即为邪%邪气是相对于正气而言%凡是导致机体

阴阳平衡失调(疾病发生的一切因素均可称为邪气'

通过对.黄帝内经/中$邪气&的概念进行解读%

其凸显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与正气相对的性质,二

是邪的产生是由$过用&而成邪' 无论外邪还是内

邪%皆因过其度而成' 外邪虚风因其非时而生并超

过人体抗御的限度而成邪,内邪之生亦因饮食(劳

作(情志(起居等过度而成' 如气滞(血瘀(痰浊(水

饮诸邪%皆由精气血津液之类的$正气&转化而来%

通过治疗%邪亦可转化而去' 换言之%血糖(血脂(尿

酸等物质本身并非邪气%而所谓$糖尿病& $高脂血

症&$痛风&等疾病的形成%皆是由于体内某一物质

太过而成'

在节奏快(压力大(环境污染加剧的当下社会%

邪气的概念又有了新的扩充' 王祖龙认为%人的健

康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先天因素即遗传因

素,二是后天因素%主要是生活方式' 据此提出了健

康生活方式观%而凡不符合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行

为习惯亦属于邪气范围%比如吸烟(酗酒(熬夜劳累(

久坐(缺乏锻炼(吃饭$重口味&(长时间使用手机(

暴饮暴食(性生活不规律以及心情抑郁(焦虑等' 针

对生育问题%王祖龙也总结归纳了可能会导致不育

症发生的邪气' 比如高温(辐射(感染(环境污染(饮

食污染等%均会对精子的生成及子代生殖健康造成

影响):*

%可归属外感六淫及食邪范畴'

CEFEGD伏邪学说&伏邪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医病因学说的重要内容)L*

%最早见于

.五十二病方/%认为$产时居湿地久&可能会导致

$婴儿索痉&

)I*

' 该学说最早载于.黄帝内经/

)$*

!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灵枢+贼风/#' $伏气&

病名首创于西晋%王叔和在.伤寒论+平脉法/中提

出!$伏气之病%以意候之00假令旧有伏%当须脉

之'&宋元时期%伏邪学说得到了高速发展%涌现出

了$因春温气而变%名曰温病' 因夏热气而变%名曰

热病&$伏阳致温&$冬寒内伏缓发和春季感寒立发&

的伏邪与新感说等观点)%"*

%以及$以清里热为根本%

兼顾解表%有治里而表自解&的治法,到明清时期%

伏邪学说日臻完善%以叶天士(王孟英的温热学派和

汪石山(刘吉人为代表%王燕昌提出了$伏匿诸病%

六淫(诸郁(饮食(瘀血(结痰(积气(蓄水(诸虫皆有

之&的观点%形成了伏邪学说的完整理论体系)%%*

'

从分类上说%伏邪可以分为外感伏邪和杂病伏

邪' 杂病伏邪又可分为先天伏邪(内生伏邪"情志

失控(劳逸无度(饮食不节等#(祛邪未尽导致的伏

邪'

从发病机制上看%邪气的生成到留伏(发病是多

因素导致的动态发展过程%正气是决定性因素'

CEGD正气的功能

正气具有协调五脏六腑(维护阴阳平衡(促进气

血和畅(疏通经络运行(适应内外环境变化(抵抗邪

气入侵和促使病体康复七大功能'

CEGECD协调五脏六腑&中医认为%人是以五脏为中

心的有机整体%五个系统具有各自的功能且又相互

协调(相互配合%共同维持全身机能的正常)%!*

' 维

持各个脏腑功能的气称之为脏腑之气%是正气的一

部分%但协调五脏功能的气非正气莫属'

肾主水%是水液代谢的主要系统%但水液的代谢

是肺脾肾及膀胱协调作用的结果%在上焦以肺脏为

主%在中焦以脾胃为主%在下焦以肾与膀胱为主' 任

何一脏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水液代谢的异常而出现病

变' 脏腑功能的发挥必赖正气的主导和协调%正气

足%脏腑功能正常%各司其职%水液代谢可以正常,正

气弱%不足以主导协调各脏腑%脏腑自身功能失调%

均可以导致水液代谢障碍' 肾的气化作用属于脏腑

之气%是正气的一部分%是指肾对水液代谢的调节作

用' 肾与膀胱通过经络的络属构成表里关系%肾主

气化(膀胱贮尿%二者生理上共同完成对津液的气化

和排泄作用' 在病理情况下%如开合失调%则出现排

尿异常症状' 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常年过半百%正气

不足%肾气自虚,肾失气化%开合不利%致使水道$

积&瘀阻%过多的水液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停为水

湿%形成了本虚标实之证' 前列腺组织增生可归于

$积&范畴%属瘀阻为患%以肾虚为本%瘀阻为标%

标本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而致肾气愈虚%瘀积

愈重%终致水道闭阻%而成癃闭' 故王祖龙认为%癃

闭"前列腺增生症及并发的膀胱逼尿肌收缩功能障

碍#病机为$正虚生积&

)%9*

%其病理基础为$正气虚

损(肾失气化(瘀阻水道&%正气虚损(肾失气化为病

之本%瘀阻水道为病之标' 在此基础上%王祖龙提出

了$扶正化积&的治疗原则%自拟扶正化积癃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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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刘寄奴(山茱萸(败酱草(牛膝#治疗癃闭%取

得了满意效果'

$正虚生积&不只是水液代谢不正常形成了癃

闭%凡人体各脏腑功能失常%形成$有形之积&%都可

以归属于$正虚生积&的范畴' 如肝功能受到影响%

形成了肝硬化(肝癌(肝囊肿%属于正虚生积,乳腺增

生(乳腺纤维瘤(乳腺癌属于乳腺和肝的正气不足%

疏泄失常%属于正虚生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甲

状腺炎属于甲状腺正气不足%不能维持正常功能%气

血湿痰瘀而成积等'

脾胃(心(肺(肝(肾在血液的生成与运行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这些脏器功能需要正气管理和协调'

正气协调脾胃生成的水谷之气(肾精所化生之血(肺

吸入的自然界清气共同灌注于心脉%在心气的作用

下变化而成红色的血液' 血液的运行%需要正气协

调心(肺(肝(脾等脏腑的功能共同完成' 心主血脉%

心气推动血液在脉管中运行全身,肺朝百脉%主宣发

和肃降%保证血液运行全身,肝主疏泄(藏血%调节气

机和血量%防治血溢脉外,脾主统血%保证血行脉中'

正气不足%不能协调脏腑功能%血液的生成和运

行都会受到影响而成疾病' 血液生成减少会导致血

虚' 血液运行不足%如心气不足推动无力(寒热气虚

导致的血瘀(脉管不畅等会导致缺血性疾病"心绞

痛(心肌梗死(脑缺血#

)%#*

' 正气固摄作用不足%可

能会导致出血性疾病%如脑出血(尿血(便血等'

CEGEFD维护阴阳平衡&阴阳学说是中医的基础理

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 人体健康重要的是$阴阳

平衡&%一旦阴阳失去平衡%疾病就会发生' 王祖龙

认为%维持阴阳平衡的主要作用者是正气' 阴阳作

为对立的双方%当一方出现衰弱%另一方不可能也出

现同等的衰弱而保持平衡%也不可能等待对方恢复

正常而保持平衡%否则就不会有阴虚(阳虚%也不会

有阴盛阳衰和阳盛阴衰' 当一方出现强盛和衰弱

时%需要正气来进行协调以保持平衡'

CEGEGD促进气血和畅&气血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占

据重要地位%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

成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故.素问+调经论/云!$人

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为元神之根%诸气的发生

源于正气旺盛%无邪侵扰' 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亦是

靠正气协调下的五脏阴阳相合有度%营血化生运行

有节' 首先%气血的生成赖于脾升胃降%燥湿相济,

运行更是在肺之输布(肝之疏泄(脾之统摄等多脏腑

功能的协调下%以布散周身%营养脏腑' 其中肺朝百

脉%辅心君发治节之功,心主血脉%借肺气行畅运之

力,肝藏血%得疏泄乃有条达之妙,肾藏精%赖心阳而

有化血之奇' 如此一来%阴阳平衡(气血和畅%各循

其道%周流循环%共同濡养四肢百骸(五脏六腑%机体

功能有序维持%则脑充神明%体旺形强%益寿延年'

CEGEHD疏通经络运行&经络是人体内运行气血(联

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通路' 在外科疾病

中%经络阻塞是最常见的发病机理之一%也是外科疾

病发病的条件' 经络的畅通及气血盛衰离不开正气

的顾护%同时也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 如外伤瘀

血阻滞后形成瘀血流注%头皮外伤血肿后%常可导致

油风病的发生%所谓$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地&%此

时需在正气的协调下%通畅瘀血(濡润新血%促使气

机舒畅%气血通和%阳气充盛%则升发有源' 如有头

疽生于项两侧者%为足太阳膀胱寒水之经%多血少

气%故难以起发' 臁疮本属难以愈合之病%而外臁与

内臁相比%外臁为足三阳经所属%较易收口,而内臁

为足三阴经所属%难于愈合' 由此可以看到%正气在

经络功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CEGEID适应内外环境变化&人在现代社会%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各种影响%风寒暑湿燥火热(喜怒忧思悲

恐惊(职业(饮食(污染(辐射诸多影响因素时刻冲击

着身体%机体需要靠身体的正气进行抵抗调节%保持

身体的健康' 一旦影响超出了正气的调节范围%就

可能发生疾病'

例如正气在精子的发生(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

作用' 首先%正气协调脏腑(经络(气血%为精子生成

创造稳定的环境' 精液虽化生于精室%但脏腑(气

血(经络各功能的正常及其作用的协调是精室化生

精液的基础%这些功能需要正气的协调,其次%正气

可抵抗内外环境变化对精子的影响%保证生精环境

的稳定性,第三%正气监视(管理精子的生成过程%维

持精子的新陈代谢,第四%正气及时发现生成的畸形

率(8'1碎片率高的精子%并进行修复或清除' 当

正气亏虚时%一则脏腑功能紊乱%经络(气血运行失

常%不能为精子的生成提供物质基础,二则不能抵抗

内外环境的变化与抵御外邪入侵%为精子的发生与

形成创造稳定环境,三则正气的监视(管理功能下

降%不能发现损伤和畸形的精子%或者虽然发现却无

+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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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行最后修复或清除%从而导致精子8'1碎片率

增高%影响生育' 鉴于上述观点%笔者提出了精子

8'1损伤的$正虚易感论&%认为精子8'1损伤%完

整性下降是由于正气不足%不能协调(监管精子发生

形成过程而保证生精环境稳定性%不能及时修复和

清除损伤的精子而导致' 因此提出$扶正益气%补

肾活血&的治疗原则%采用古方$五子衍宗丸&加减

"药物组成!黄芪(五味子(枸杞子(车前子(川牛膝#

治疗精子8'1损伤%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CEGEPD抵抗邪气入侵&从人出生到死亡%正邪在不

断的斗争中%外来之邪和内生之邪在不断侵蚀我们

的肌体%正气"包含卫气的作用#时刻护卫着机体%

不断抵抗各种邪气的侵袭%才使我们拥有了健康的

身体'

CEGEQD促使病体康复&当身体出现疾病时%正气又

发挥作用%祛除邪气%修复身体%使患者痊愈%并预防

疾病的复发'

FD邪正盛衰及正邪斗争的八种转归

正邪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力量对比决定着身体健康(疾病

及转归的各种可能性'

FECD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充足的正气可以抵御邪

气' 调节阴阳%维持脏腑正常功能%适应环境(社会

的变迁和饮食(生活的变动%调节情绪%保证健康%即

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FEFD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一旦疾病发生%一定是

正气虚弱%不足以御邪' 所以%任何疾病的发生%都

是正气相对或绝对不足的结果%扶正或扶正祛邪是

疾病的根本治则'

FEGD正邪交争&表现为$邪气盛则实&的实证是正

邪交争的结果' 邪气虽盛%但正气亦不虚%邪正双方

斗争激烈%大多有明显临床症状'

FEHD正胜邪退&是比较理想的一种正邪斗争转归'

在斗争中%正气战胜了邪气%人体向好' 未病之人%

能够保证健康%不发病,既病之人%逐渐向愈'

FEID正胜邪伏&邪正斗争%正气相对强大%但不足

于清除邪气%虽不发病%但邪气多会潜伏下来%待机

而发%可归属于伏邪学说范畴' 例如单纯疱疹病毒

侵袭人体%如果是正气不足的儿童%可能直接发病形

成疱疹性龈口炎,如果侵袭的是有一定正气的成人%

病毒可能会潜伏下来%待机体正气不足时发病%称为

单纯疱疹或者生殖器疱疹' 高危乳头瘤病毒感染女

性%如果机体正气强大%可能直接清除掉病毒%成为

短暂携带者' 如果机体正气不足%病毒就会潜伏%成

为长期携带者' 如果携带时间超过两年%有可能会

成为癌前病变%直至发展成宫颈癌'

已病机体%正气能够战胜邪气%但不能将邪气清

除%邪气也会潜伏%待机而发%形成反复发作性疾病'

生殖器疱疹患者%当机体感染单纯疱疹病毒时%机体

只能产生抗体中和部分病毒%无法彻底将病毒清除

干净%且机体对病毒没有终生免疫能力%当正气强大

时%病毒就会潜伏%只要正气下降%病毒就会繁殖活

跃而发病%形成复发性生殖器疱疹'

FEPD正邪胶着&正邪相当%谁也无绝对优势%此时

会出现胶着状态' 未病之人虽不发病%但也不是健

康状态%我们称之为$亚健康&,既病之人%则疾病反

复发作%缠绵难愈'

FEQD邪盛正衰&正邪斗争%邪气较盛%正气不足或

逐渐衰弱%出现邪盛正衰局面%是一种不佳的转归'

未病之人%可能发病,既病之人%病情加重%总体出现

衰弱情况%所谓$精气夺则虚&'

FERD正虚邪恋&多出现在疾病过程中%正气相对不

足%难以祛邪外出%邪气也不是特别旺盛%无力伤正%

邪正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疾病持续缠绵'

GD扶正观

扶正观认为%疾病的发生是正气不足的结果'

在临床与保健中%要充分认识正气的作用%始终关注

患者正气的强弱%始终不忘固护正气%将扶正或扶正

祛邪作为疾病的根本治则%要教会患者采用健康的

生活方式固护正气'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固护正气的基础%也是健康

的基础%只有具备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不损耗正

气%才能有足够的正气维持机体正常运行%并发挥抗

邪(愈病的功能' 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素问+上古

天真论/有明确记载!$上古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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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龙认

为%健康生活方式包含 P 个要素!"%#天人合一' 要

做到法于阴阳%顺应四时%规避毒气' "!#饮食有

节' 要做到结构合理%定时适量%温热适宜' "9#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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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有常' 要做到科学睡眠%劳逸结合%生活规律'

"##运动适度' 要做到积极运动%因人而异%持之以

恒' "P#情绪管理' 要做到平和心态%良好情趣%远

离陋习'

HD扶正七法

王祖龙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临床实践提出

了扶正七法'

HECD固护正气&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正气不足的

结果%固护正气是养生(保健(治疗之本' 对于未病

之人%采用健康生活方式固护正气%使$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对于一些病因不明%病机不清%临床无

有效治疗办法的疑难杂症%扶正气或可迎刃而解,治

疗中应不忘正气%不伤正气'

HEFD正邪交争#祛邪而不伤正#祛邪即是扶正&当

正邪交争%邪盛而正气不衰%临床症状明显者%表现

为实证' 此时应注意祛邪而不伤正%例如急性附睾

炎%患者局部红肿热痛%伴恶寒(高热(头痛(口渴(便

干溲赤%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等湿热下注之象' 可

选用龙胆泻肝汤或仙方活命饮加减治疗%要注意!一

不可过用苦寒,二要中病即止%不可伤及病人胃气(

正气%以免形成慢性迁延性疾病'

治疗时应注意给邪气留一出路%避免出现关门

打狗(闭门留寇的情况' 给邪气留一出路是中医临

床思维一个精华部分%是祛邪而不伤正的基础' 邪

在表%可汗之%使邪气随汗而出%但不可大汗淋漓%伤

及正气,邪在阳明%出现阳明腑实证%可下之%使邪气

从下而泻%但应注意$若一服利%则止后服&$微和胃

气%勿令大泄下&' 疮疡性疾病%已成脓%应及时切

开排脓%使邪气随脓而出%但不可使气血损耗过甚,

若使用箍围药%应敷四周%留疮头%为邪气之出路'

HEGD正胜邪退#扶正固本&正邪斗争中%正气战胜

邪气%正胜邪退%但正气必定出现损耗%此时应注意

将养生息%扶正固本%不可因为邪退病愈而恣意妄

为%再耗正气%使疾病复发' 扶正固本%可以采用健

康生活方式%注意适度休息和运动%也可以配合中

药(食疗进行调养'

HEHD正胜邪伏#扶正即是祛邪&在临床中%邪气侵

入人体%可能出现正邪交争%正气胜但未能彻底清除

邪气而致邪气潜伏' 或者邪气侵入人体%正气尚胜%

未能直接致病%邪气潜伏%待机而动' 这两种情况%

不少医生会采用消极等待%以观察为主%待发展成为

疾病后再去处理%或有观点认为%等待自身正气旺盛

去清除邪气' 王祖龙认为%姑息等待不是治疗$正

胜邪伏&的有效方法%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有可能会

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发展成难以治愈的疾病%如高危

4c;感染发展成癌前病变或宫颈癌%空腹血糖过高

发展成糖尿病'

正胜邪伏应采用积极的态度%斩草除根' 王祖

龙认为%此时治疗原则应扶正为主%扶正即是祛邪%

正气旺盛%自能祛除邪气%使人体获得健康' 不可一

味祛邪%再伤正气%邪必留恋不去%正气愈伤%疾病愈

重'

扶正气%一是采用健康生活方式%避免损耗正

气,二是应用扶正气的中药%维护脏腑之气(经络之

气' 中医有很多方剂%如补肾气%可用大补元煎(肾

气丸,健脾气%可用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补肺气%

可用补肺汤%生脉饮,补心气%可用养心汤,疏肝气%

可用柴胡疏肝散(杞菊地黄丸,健卫气%可用玉屏风

散' 补奇经八脉之督脉之气%使用熟地黄(当归(肉

苁蓉(附子(淫羊藿(杜仲等药,补任脉%可以养血补

阴%使用当归(熟地黄(龟板(香附(小茴香(肉桂(紫

河车等药,补冲脉%可以补血(补气或补阳%使用当

归(芍药(熟地黄(人参(鹿角霜(紫石英等药,补带

脉%治以补(收%佐以行气和血%使用杜仲(牡蛎(补骨

脂(金樱子(山药(乌贼骨(莲须等' 另外%现代药理

研究证实%中药的多糖成分如人参多糖(茯苓多糖(

黄芪多糖等具有较好的扶正气作用%临床可根据情

况选择'

HEID正邪胶着#祛邪而不伤正&临床上经常会出现

邪正力量相当%处于胶着状态的情况%难以出现决定

性胜利' 此时%要衡量邪正水平以及现有的治疗手

段%决定进一步治疗方案' 如果有较好的祛邪方法%

则以祛邪为主%但注意祛邪而不伤正' 如慢性附睾

炎%反复发作%时有肿痛%舌黯红%苔黄腻%脉滑数%临

床常采用薏苡附子败酱散合桂枝茯苓丸加减治疗%

祛邪同时酌加黄芪益气扶正%使祛邪而不伤正,如果

没有较好的祛邪手段%则以扶正为主%但注意扶正而

不助邪'

HEPD邪盛正衰#扶正为主辅以祛邪&临床上%正邪

斗争中会出现邪盛正衰的转归%病情逐渐加重%此时

如果继续祛邪为主%可能会更伤正气' 治疗应该扶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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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主%辅以祛邪'

HEQD正虚邪恋#治标不应者求之于本&临床上经常

遇到正虚邪恋之证%患者症状并不明显%但反复不

愈' 例如慢性淋病(慢性非淋菌性尿道炎"支原体(

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等%有的长达六七年%有

的每年复发 !" 余次%各种抗生素(抗病毒药物轮番

使用%或无效%或停药即复发' 这种情况邪气不一定

过盛%正气肯定不足%无力抗邪外出%不应再以祛邪

为主%此时王祖龙教授提出了$治标不应者求之于

本&的观点%治疗以扶正气为主%使正气充足%自然

能祛邪'

ID小结

综上所述%王祖龙的扶正观拓宽了对人体正气

的认识%完善了正邪斗争的转归%提出了扶正气的七

种方法%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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