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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阴火理论论治帕金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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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阴火在帕金森病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意义"阴火生于五脏"暗耗气血津液"不能奉养周身血脉筋骨以及头部清窍"致使

筋脉失养&神明生变"从而出现运动迟缓&肢体僵硬&面具脸&睡眠及精神障碍等症状"并因风助火势"而有震颤麻痹&肢体抖动

等表现! 因为五脏不足而现相火&湿郁化火&心火&伏逆之火&风火等诸火皆为阴火之变! 肝肾亏虚&脾胃虚弱&心肾不交以及

肺主治节的功能失调等病机在帕金森病的产生中具有重要意义#风气内动&风助火势是阴火导致帕金森病的关键因素! 临证

时应从补肾养肝&培土荣木&交通心肾&调金安木等方面治疗帕金森病!

关键词"阴火#帕金森病#内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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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TX+,Q(SM,Q+RIFMGFSF-+G-QFG R.QTQWQ9(UBQGR(S?+,EFGI(G]ITFIQ+IQ)NFGT +GT PF,QFGRQ,+-RFGM+,QR.QEQXS+-R(,(SR.Q?+,EFGa

I(G]ITFIQ+IQTYQR(LFG PF,Q" .̂F-. I.(Y9T [QR,Q+RQT S,(BUQ,IUQ-RFWQI(SR(GFSXFGMR.QDFTGQX+GT G(Y,FI.FGMR.QOFWQ,"-Y9RFW+RFGM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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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EFGI(G]ITFIQ+IQ"?6#又称为震颤

麻痹"是一种常见的运动障碍疾病"其患病率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增加)%*

"故多见于中老年人( 初发以静

止性震颤最多"其次表现为肌强直&运动迟缓&面具

脸等症状)!*

( 目前"?6的早期治疗药物主要有左旋

多巴&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单胺氧化酶 c抑制剂&中

枢抗胆碱能药&神经保护剂或金刚烷胺等)$*

"但长

期服用这些药物会出现诸多不良反应( 本病与中医

学+颤病,相类似"归属于+震掉,+振栗,+颤振,+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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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等范畴)#*

(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认为"其基本

病机为本虚标实"以肝肾阴虚为本"风火&痰瘀为

标)A*

( 目前以中医药联合西药治疗"虽能起到增效

减毒的作用"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治愈"这提示我们"

对于该病的中医病机还需仔细斟酌"以充分发挥中

医药的优势(

中医+阴火,一词最早是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

论.中提出的)=*

"历代医家对+阴火,一词的解释有

所不同);*

( 本文结合古代医家经验"认为阴火是内

伤病的重要病机"对 ?6的产生影响颇大( 阴火的

产生与五脏密切相关):*

"肝肾亏虚而相火不得潜

藏"相火即为阴火)7*

$脾胃不足而湿气下流"郁遏即

化为阴火$心肾不交而心火灼脉"心火即为阴火)%"*

$

肺失治节而清肃之令不行"伏逆之火即为阴火)%%*

(

五脏虚而风气内动"内风助阴火之势)%!*

"本虚而标

实( 内生阴火影响人的肢体&经络&精神等"出现肢

体震颤&头身动摇&运动迟缓&睡眠障碍&抑郁&便秘

等症状"与 ?6的表现相似( 因此"探索阴火在 ?6

领域的作用"有助于扩展临床思维(

EF阴火是内伤病的重要病因

阴火的属性为虚火"内伤病的关键病机就在于

虚"在于内伤五脏( -黄帝内经.云%+年四十而阴气

自半(,人体的阴精&阳气会随着年龄的衰老而减

退"由于五脏+藏精气而不泻,"精气的蓄藏保证五

脏的功能实现"而阴精&阳气的耗损亦使得五脏的功

能下降( +五脏者"身之强也,"五脏蓄养精气为本"

施用于四肢为末"故?6的肢体症状为标"本质在于

五脏虚( 五脏中阴精&阳气俱虚"虚能化火"火与元

气不两立)%$*

"故名之曰+阴火,"阴火病即为五脏内

伤相关的疾病)%#*

( 五脏虚则阴火出"年老者五脏虚

衰"与?6常见于老年人相应(

HF阴火与帕金森病的关系

?6的症状表现复杂"却与阴火关系密切( 一

者"肝肾+乙癸同源,"厥阴肝木为阴"内藏相火"肝

肾阴虚则相火不得潜藏)%A*

"相火亦为阴火( 二者"

后天脾胃伤损"生湿下陷"湿气郁遏化火"湿为阴邪"

郁而化火"亦为阴火( 三者"肾虚则肾水不济心火"

出现心阴不足&心火独亢"进而导致心肾不交"心火

亦为阴火)%=*

( 四者"肺气虚"木因金衰而侮金"则肺

失治节之权"清降之令不行"肝木偏亢"相火伏藏于

肝而乘风木之势上炎"相火妄动"伏逆克肺"此伏逆

之火即为阴火( 五者"风气通于肝"风助火势"乘虚

而作"是阴火产生 ?6相关症状的关键因素( 基于

藏象理论"从肝肾&脾胃&心&肺探讨阴火发病与 ?6

的关系十分重要(

HGEF肝肾不足%元气耗损&张怀亮认为"阴精不足&

相火妄动与?6有关)%;*

"其中相火亦为阴火)7*

( 五

脏之阴精化生于五谷"而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

之,"故+肾者"人之本也,( 肾主藏精"精藏而化气"

气盈而神充"是肾精为生命之本能物质"肾精化生元

气"包括元阳和元阴"古代医家重视元阳的作用"谓

之阳主阴从"故张景岳有+天之大宝"只此一轮红

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的说法)%:*

( 肝肾同

源"肾虚则肝虚"肝藏相火"肝肾虚则阴精不足&相火

妄动(

+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相火动则元

气衰"不能荣养周身血脉"日久遂致痰湿&浊瘀等阻

于经络"故肢体失用而不灵"出现帕金森病之运动迟

缓不利&肌肉僵硬&自主感觉功能下降等表现( -扁

鹊心书.提出%+四肢为诸阳之本"若手足颤摇不能

持物者"乃真阳虚损也)%7*

(,四肢为真阳营运之地"

元气衰则真阳虚损"阴火乘其阳位!四肢#"若受内

生风邪的影响"发于四肢"风与阴火相燔"则出现?6

之震颤&动摇等表现( 元阳即真阳"相火损及元阳故

脑神失用"脑窍的功能减退"现代医学研究发现"?6

患者以大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退行性变可与之对

应(

HGHF脾胃不足%湿气郁遏&阴火与脾胃有关)!"*

"李

东垣谓%+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

位(,脾胃亏虚"阴火上乘"脾胃升降气机的功能失

调"可致水谷精微不得布散"发生代谢障碍"停久为

痰为瘀"与血脉相搏结"致使局部环境异化&脉道不

利"筋脉失养)!%*

( 李东垣进一步论述阴火的发生"

谓%+夫脾胃不足"皆为血病"是阳气不足"阴气有

余//诸阳气根于阴血中"阴血受火邪则阴盛"阴盛

则上乘阳分"而阳道不行"无生发升腾之气也(,在

-兰室秘藏'劳倦所伤.中解释说%+脾胃既虚"不能

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营血大亏$营气伏于地

中"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少//清气不升"浊

气不降(,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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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饮食不节"多食肥甘厚腻或饥饱无常"则伤脾

胃"湿从内生"郁遏化火"为阴火( +脾病者"身重"

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脚下痛)!!*

,"肉痿者"痹

弱不仁也"脾属土"主肌肉"土邪湿胜"湿郁成热"故

令人身重肌肉痿( 瘛者"手足掉掣也"脾主四肢"湿

热胜而阴火生"故足不收&行善瘛"这与 ?6患者出

现静止性震颤&僵硬&动作迟缓&疲倦&双下肢无力等

相关运动系统症状密切相关(

李沅骋等)!$*总结阴火发病的病机是+脾胃不

足"留湿于下"郁极而冲逆,( 湿聚热蒸"阻滞气机"

则见头屑垢积"面尘脱色"甚则面微有尘"出现拘急&

面肌僵硬&运动障碍等症状)!#*

"与?6表现相同(

HGIF心肾不交%心火灼脉&李东垣认为%+心火者"

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

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 火与元气不

两立"一胜则一负(,心火亦为阴火)!A*

( 肾虚水亏"

不能滋养心阴"出现心阴不足&心火独亢)!=*

"?6患

者则出现精神&睡眠障碍( 心火灼伤脉中气血"不能

+淫精于脉,"经脉失养"肌肉拘挛"发为震颤&僵直

等( -脾胃论.曰%+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

情不安故也( 心脉者"神之舍"心君不宁"化而为火"

火者"七神之贼也(,恨气&怨气&恼气&怒气&烦燥气

等不良情志也能导致阴火的产生"由于 +心主神

明,"故在情志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产生+心动则

五脏六腑皆摇,的问题"直接伤及内脏之本( 神为

生命之本"-黄帝内经.中五脏亦称为+五神脏,"+五

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说明了人体是形

神合一的生命体( +心伤则神去,( -素问'六节藏

象论.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故心病则形神

动摇( 心火扰动心神亦即阴火扰神)!;*

"表现为帕金

森患者的精神症状"甚或出现抑郁"认知&睡眠障碍"

视幻觉等)!:*

(

HGJF肺失治节%清降失令&?6的震颤&动摇属风动

之象"而风属肝木"故与肝相关( 同时肢体的震颤&

动摇属于筋脉不利的范畴"-黄帝内经.云%+诸筋者

皆属于节(,而肺有治节之权"故?6的震颤&动摇与

肺的联系亦密切( 肝与肺的关系"主要在调节人体

气机升降上"肝气条达"肺气清肃"古人称为+龙虎

回环,"故金令肃"则木气平&风气定&相火藏矣)!7*

(

陈梓越等)$"*认为"阴火产生的机制便是气机失常"

这与肺气虚而肺失治节相关( 若肺气虚"则肺失治

节"不能制约内生阴火上炎( 一方面"肺气清降不行

而阴火上炎"火乘金位"肺为清虚之脏"最畏火克(

另一方面"肝风失去肺金之气的制约而亢盛"阴火乘

风木之势而伏逆克肺"造成木火刑金的状态"进一步

导致肺主治节&协调筋脉的功能下降"对筋脉的气机

运行产生不利影响"风胜则动"而出现震颤&动摇等

症状(

肺失治节还会导致肺开窍于鼻&肺主气司呼吸

的功能失调)$%*

"内生阴火失去制约"伏逆克肺"肺失

清降&阴火熏浊于清窍则 ?6患者早期会出现嗅觉

障碍)$!*

$肺气不达"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受到

阴火的影响亦会导致?6病人伴呼吸困难)$$*

(

HGKF风气内动%风助火势&?6的首发症状多为静

止性震颤"古代称为+掉瘛,"王冰谓%+掉瘛因气动

而外有所成"掉谓转动"此风气动也(,-证治准绳'

颤振.云%+颤"摇也"振"动也( 筋脉约束不住"而莫

能任持"风之象也(,肝为风脏"凡风病皆属于肝"如

痉痫&抽掣&摇战之类皆是"出现 ?6的震颤麻痹&慌

张步态和后期姿势不稳等临床表现( +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风能动摇"为厥阴木气所化也"故属于

肝( 然木静而风恬"若脾胃不足&湿气下流"则郁遏

生阴火&土湿木郁而生风)$#*

$若肝肾虚则动内风&相

火不能潜藏"而有风火之变"乘虚而作"出现四肢震

颤&头身动摇等症状"-证治准绳.中言%+皆木气太

过而兼火之化也(,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暴强直"皆属于

风(,?6包括肌肉强直&面具脸&肢体震颤等表现"

这些症状都与风密切相关( 随着病程进展"?6患者

出现肌肉僵硬"历代文献描述为+强直,"多记录在

热病&风病及痹证中"失治&误治也会导致+强直,等

病变"误用汗吐下之法"伤及阴血"血燥风生而阴火

盛"筋脉失滋"为强直拘挛之变(

IF治法方药

阴火为标"五脏虚为本"风气内动&风助火势是

阴火导致?6症状的关键因素( 相火为阴火"与肝

肾亏虚有关"肝主筋&肾生髓"相火使筋脉&脑髓失去

荣养"而有筋脉不利的运动症状以及精神情志障碍

的非运动症状)$A*等( 湿郁之火为阴火"与脾胃不足

有关"脾主肌肉"湿郁之火影响肌肉的力量"而出现

?6肌肉僵硬&下肢无力&疲倦&行动迟缓等( 心火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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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火"与肾水不及&心火上炎有关"心主神明"心火扰

神而出现?6精神障碍"如抑郁&焦虑&认知功能障

碍&幻觉&淡漠以及睡眠障碍等( 伏逆之火为阴火"

与肺气虚&肺失治节有关"肺有制约肝木&协调筋脉

的作用"但肺最畏火克"伏逆之火克肺而肺主治节&

肺主皮毛&肺通窍于鼻&肺通大肠的功能皆失调"出

现?6疼痛&麻木&痉挛&嗅觉障碍等感觉障碍以及

多汗&便秘&流涎等自主神经症状( 风火亦为阴火"

主要与肝风内动有关"而肝藏相火"风火乘虚而动"

风又能助火势"使肝主筋的功能失调"而多表现为

?6震颤&动摇等( 故应从补肾养肝&培土荣木&交通

心肾&调金安木等方面探讨?6阴火的治疗(

IGEF补肾养肝助元气&元气旺而阴火归&治疗 ?6

应以补肾养肝为本)$=*

"肝肾固则相火藏&阴火

归)$;*

"从而益于改善 ?6症状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如吴志伟等)$:*以六味地黄丸治疗肝肾阴亏型 ?6"

取得良好效果( 张勇等)$7*应用补肾助阳中药显著

改善?6并发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胡玉英应用潜阳

封髓丹治疗?6失眠疗效显著)#"*

( 有研究以温肾养

肝&滋补肝肾的方法改善 ?6患者的生活质

量)#% <#!*

( 金钗石斛是最早的石斛品种"其作为入肾

经的中药"可以滋养肾阴&清降因肾虚导致的阴火(

现代研究表明"金钗石斛的主要成分为石斛总生物

碱"可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对 ?6模型大

鼠的神经起保护作用)#$*

"减轻 ?6体外模型的神经

炎症(

肝肾亏虚"相火离位"伤损元气"则阴火冲逆"欲

平阴火之冲逆"可用大定风珠滋阴熄风降火( 本课

题组研究发现"大定风珠)##*可以通过调控 1O>#@

*X6::@'P<

#

c通路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减轻中

枢神经炎症"从而减轻鱼藤酮诱导的多巴胺能神经

元毒性"为研究?6提供思路( 另有现代研究发现"

补肾养肝法可以纠正长期服用左旋多巴造成的 ?6

大鼠的不良反应"提高纹状体的多巴胺 6! 受体的

含量"从而改善 ?6动物模型的相关症状)#A <#=*

( 相

火!阴火#不能潜藏"可用辛温之药引火归元"如张

东治疗?6以恢复元气为主"采用归一饮治疗取得

良好效果)#;*

"方中附子&干姜辛热"使元阳之气旺而

阴火归(

IGHF培土荣木达清阳&清阳升而阴火泻&清阳之气

升"浊阴之气降"脾胃为气机转输的枢纽"脾胃虚则

湿生"郁遏气机"升降失常"使清阳不达四肢( 郁遏

之湿气化火"湿热交蒸而为阴火( 李东垣言%+阴火

乘于坤土之中(,阴火乘脾胃而侵扰四肢清阳"脾主

四肢的功能受到影响"阴火乘脾而及四肢"筋脉急则

现肢体动摇之象"筋脉缓则现动作迟缓之象( 由于

土气湿郁而木气不荣"导致木郁而风生"风又助阴火

之势"在?6患者则出现肢体运动不利&震颤抖动

等(

-黄帝内经.云%+甘以缓之(,培土而宁风"风定

而阴火息( 治疗当遵李东垣+惟当以甘温之剂"补

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盖温能除大

热"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耳"今立补中益气汤,( 补

中"补脾胃也$泻火"泻阴火也( 脾胃强以助清阳升

发"甘寒顺降气机则阴火泻( +土得木而达,"故遵

李东垣+泻阴火以诸风药,"如用升麻&柴胡升举脾

中清阳"且能疏泄气机"使气行湿亦化"伍羌活还可

发散火邪(

?6患者常伴有便秘症状"这与阴火颇有关系"

阴火乘于土中"则脾胃气机不行"脾土健则清阳升而

阴火不生( 潘卫东等)#:*提出"以丁氏内科程门立雪

流派从脾分经辨证论治?6"脑的充养依赖于脾胃所

化生的水谷精微"故采用二白汤!生白术&白芍等#

治疗?6伴便秘患者)#7*

(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肠道

菌群与帕金森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肠道菌群与中

医脾胃关系密切( 王纯等)A"*通过对?6患者移植健

康人粪菌研究发现"通过改善 ?6患者的肠道菌群

从而改善肠易激综合征安全有效(

IGIF交通心肾和阴阳&心神安而阴火降&古代

+心,的功能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脑,的功能"?6

作为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与+心,的功能密切相关(

+心主血,"血清则神明$+心藏神,"血病则神损( 田

合禄提出%+心火走血分"血为阴"故称阴火(,?6睡

眠障碍属于+不寐,范畴"肾水不及则心火上炎"进

而导致心肾不交"心火不为心肾阴液滋养"则变为阴

火扰动心神"出现睡眠障碍)A%*

( ?6发展后期的认

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直立性低血压&抑郁等均与

阴火扰动心神相关"阴火耗伤脑之精髓"故治宜清心

火之上炎兼补肾水( 范铁兵等)A!*善用天王补心丹

化裁"方中如生地黄&玄参滋补肾水"为北方之肾药

也"补水以制阴火"肾水上升使心火不亢$火曰炎上"

同时用丹参使心火下降"而肾水不寒"达到交通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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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水火既济的作用$天冬&麦冬滋阴液以清虚火"虚

火清则无以扰心(

庄礼兴认为"?6病位在心&脑"与肾相关"最终

演变为?6震颤&抑郁&焦虑等运动和非运动症状"

是一种身心疾病"使用+调神针法,可安神止颤"神

安而火降)A$*

( 周霖)A#*在临床上应用补心滋肾方联

合西药改善 ?6患者睡眠障碍症状"一定程度上延

长了患者睡眠时间( 中药五味子入心&肾经"可补肾

宁心以交通心肾&降阴火)AA*

"五味子乙素是其主要

的药理成分"在?6模型中表现出神经保护作用"减

轻?6小鼠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A=*

(

IGJF调金安木熄内风&风阳静而阴火息&肺金禀治

节之权"有清降之令"可制风木之亢"可熄阴火之逆(

肺气虚"肺主治节的功能失调)A;*

"不能制约肢体筋

脉"趁风气内动"阴火借风势"更伏逆克肺"则筋脉不

利( -黄帝内经.言%+木得金而伐,"肝木不调"筋脉

不利"需要肺主治节的功能来制约)A:*

"如仲海红

等)A7*从肺探讨 ?6的论治"认为+百病皆生于气,"

重视肺气的调理(

肺金清降为顺"肝木条达为顺"需要同时兼顾(

柴胡剂可条达肝木之气( 本课题组之前研究发现"

应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以通过调控/*?D@B1C>

信号通路激活自噬"促进
%

<IXG 聚集体降解"从而

降低鱼藤酮的神经毒性"保护脑中黑质多巴胺能神

经元)="*

"有利于?6模型动物的恢复( 柴胡和黄芩

药对互相配合"具有较强的疏肝功效"黄芩清热泻火

又可助肺气清降( 有研究发现"柴胡的主要成分之

一柴胡皂苷6可能通过调节 53>1$ 的表达"减少自

由基的蓄积和抑制细胞的凋亡"进而起到神经保护

作用)=%*

$黄芩的主要成分之一黄芩素能够调节

1O>#@*X6::@'P<

#

c信号通路"减少炎症相关蛋

白表达"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

肝木条达需要肝阴的滋养"肝阴血不足则肝风

内动&内藏相火离位"相火!即阴火#与虚风内动结

合"伏逆克肺"治节失令"动于四肢而为 ?6震颤&抖

动诸症( 清代王旭高云% +肝风旁走四肢血虚为

多,"多用养肝法( 如黄杰等)=$*应用养血熄风汤"陈

炳光等)=#*应用补肝汤加味治疗"皆有效( 而叶天士

谓+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动变,

)=A*

"故以生地黄&阿胶&

牡蛎&炙甘草&山萸肉炭等甘酸之味调之( -本草逢

源.曰%+风虚内作"非天麻不治(,现代研究表明"天

麻素对?6小鼠的多巴胺神经元有保护作用)==*

"故

临床多应用天麻钩藤饮治疗)== <=;*

( 槲皮素可以防

治?6"具有很好的神经保护作用)=:*

"其机制可能是

通过改善帕金森病小鼠脑内的抗氧化能力"减弱脑

组织脂质过氧化反应"增强乙酰胆碱酯酶的活力以

及升高多巴胺含量"通过增强 '+

l

<D

l

</1?酶的

活力来维持神经细胞膜电位的稳定性(

JF总结

阴火在 ?6症状表现上有重要意义"阴火生于

五脏"暗耗气血津液"不能奉养周身血脉筋骨以及头

部清窍"致使筋脉失养&神明生变"而出现 ?6的运

动迟缓&肢体僵硬&面具脸&睡眠及精神障碍等症状"

并因风助火势"而有震颤麻痹&肢体抖动等表现( 因

为五脏不足而现相火&湿郁化火&心火&伏逆之火&风

火等诸火皆为阴火之变"肝肾亏虚&脾胃虚弱&心肾

不交以及肺主治节的功能失调等病机在 ?6的产生

中具有重要意义$风气内动&风助火势是阴火导致帕

金森病的关键因素( 基于藏象理论"探讨阴火的发

生与?6证候群的关系"从补肾养肝&培土荣木&交

通心肾&调金安木等方面治疗帕金森病"可为临床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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