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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鲁光教授凭借扎实的中医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在诊治糖尿病时发挥整体思维，形成了自己的整

体思维辨证体系。笔者只就其主要方面做一简单的介

绍。
糖尿病除与遗传、自身免疫等因素有关外，更重

要的是因环境、社会因素所致。另一方面，糖尿病是

危害性极大的疾病，其危害性不仅在于其本身，还在

于可导致全身任何组织、器官都可受累的并发症，可

以说糖尿病是一个整体疾病，其治疗也必须整体考

虑。
1 从天人方面而言，气候地势，环境饮食，是一整体

人生活于天地之间，必然受到季节气候、地方区

域、环境饮食以及社会活动等的影响。“人与天地相

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亦即言此。亓

教授常言，糖尿病患者五脏柔弱，对季节气候等环境

变化非常敏感。以成都为例，成都地势低下，气候潮

者，可加用黄芩、前胡、桑白皮、知母、地骨皮等清

热化痰止咳。对于气逆作咳，咳时面红，咳引胸

痛，舌质红、苔薄黄少津，脉弦数者，可去荆芥、
陈皮，加用黛蛤散配丝瓜络、牡丹皮、郁金等疏肝

理气活络。
2 结语

止嗽散是主治外感风寒而引起的咳嗽症，但在临

床应用广泛，有赖于“审证求因”，临床运用时应注

意咳嗽发病的新久，注意素体是否有咳喘宿痰，重点

询问其自觉症状，而天气之阴晴，气候的寒温与咳嗽

的关系也很大，在临床诊治时应针对病因病机、因时

因地而加减化裁。
临床应用时，还需依据肺为娇脏的特点，用药不

可过于苦寒，以免过于苦寒而伤肺气，致肺气的宣发

与肃降功能受挫，停液成痰，但也不可过用辛热，以

防过于辛热而烁伤肺阴。过早妄用清凉酸涩或攻伐的

药物，则有闭门留寇之虞，因早用清凉则妨碍发散，

不利祛邪外出，酸涩则约束肺气的宣发，致邪恋病

留，为闭门留寇，寇欲出而无门，势必穿墙而走，所

以应祛邪而不伤正，权衡用药，中病即止。
止嗽散中七味药慎守避免用药寒热偏胜的原则，

功能使肺气能宣能肃，能升能降，有表有里，具备宣

不过散，肃不太过的特点，配合之妙理可称“温润和

平，不寒不热”。其温而不燥，润而不腻，既无攻伐过

当之虞，又有启门驱贼之势。故临床上能锐意变通，

随症加减，为治新久咳嗽之妙方。根据邪气不同，症

状各异而因证制宜，灵活变通，切忌呆板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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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亓鲁光教授认为糖尿病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在治疗上也必须整体考虑。现从天人合一、气机运行、脏腑相关及气血津

液四个方面分析亓教授诊治糖尿病过程中所体现的整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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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逢夏季天气闷热，雨水频多，暑湿更重。暑为夏

季主气，其性炎热、升散，易耗气伤津、挟杂湿邪，

故患者多见神疲乏力，多汗，气短懒言，全身困重，

胸闷呕恶，口粘腻，舌苔厚腻等症状；若暑热重则湿

邪又易化热，可见心烦闷乱，口干，口苦，舌苔黄厚

腻等热重伤阴等症状。故治疗多以清暑化湿、益气养

阴为主，可选用黄连温胆汤、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等

加减。
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逐年攀升，与环境污染、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质量和结构的改变以及社

会活动的变化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饮食。一方面，由

于现在多种蔬菜、肉类、禽蛋及食物成品中含有生长

激素及添加剂等，这些激素可以拮抗胰岛素的作用，

长期食用可造成胰岛素抵抗；另一方面，饮食结构的

不合理，造成脂肪、胆固醇在体内的过量堆积，促使

人体肥胖，形成糖尿病。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加，从农

村到城市的转变使体力活动减少等因素也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亓教授认为，作为糖尿病医生，应充分认

识这些问题，除给患者药物治疗以外，还需注意调整

其饮食、疏导其心理、使其加强体育锻炼，为病人提

供全面的治疗处方。值得一提的是，亓教授将西药降

糖药的副作用也融入其整体思维中，如为避免拜糖平

可引起腹胀的副作用，亓教授常在加用该药的同时，

在中药处方中加入行气消胀之品，起未病先防之效。
2 从气机方面而言，升降出入，生发布散，是一整体

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历来为医家所重视，它是人体

生命活动的根本，人体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都是

气升降出入的场所。《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故

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

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

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亓教授非常重视对气

机的调节，认为通过调节气的升降出入不仅可以生发

布散精微物质，维持机体正常功能，而且还可以调畅

情志，清除病理代谢产物。《灵枢·五变》曰：“五

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亓教授认为糖尿病患者脏

腑功能低下，而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有赖于脏腑经络，

故升降出入活动所需的动力本自不足，加之嗜食肥甘

厚味，壅塞中焦升降出入之枢，运化失职，水精不

布，停聚为痰、饮、瘀血，西医即谓之糖———不能被

正常利用的精微物质。久之，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气

机受累，病理产物停积，器官失于精微濡养则更虚，

虚则气的升降出入更弱，弱则痰、饮、瘀血停积更

甚，甚则病情缠绵，经久不愈。鉴于此病机，亓教授

治疗糖尿病时始终不忘调理气机：气虚者益气，补充

升降出入活动之动力；气陷者提气，助气之升；气逆

者降气，助气之降；气结者散结，助气之出；气散者

收敛，助气之入，其选方用药灵活多变，然大法不离

乎此。
3 从脏腑方面而言，脾肾核心，脏腑相关，是一整体

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是建立在以五脏为中心的脏

腑组织器官之间相互资生、相互协调的基础之上的，

其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脏腑之间，互为表

里；一是五脏外通于形体诸窍；一是五脏与精神情志

密切相关。亓教授认为，脏腑之间的协同作用正常与

否在糖尿病的形成和治疗中很重要，脾肾则是其中的

核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为先天之

本，一身阴阳之根，亓教授从五脏为中心的整体中进

一步提炼出“脾肾”作为核心，并以此统一协调其余

脏腑、形体诸窍及精神情志。亓教授认为，糖尿病以

虚症居多，治疗时往往在根据气血阴阳的亏虚程度，

选择补益脾肾药物的基础上，再视所累及的脏腑组织

器官增减选药。如治疗糖尿病坏疽，当形成骨质破

坏、骨髓炎时，根据肾主骨生髓和肝肾同源的理论，

着重补益肝肾，化瘀解毒；当感染控制，需促使受到

破坏的肌腱、韧带组织恢复时，根据肝主筋和肝为

“罢极之本”的理论，着重调肝补肝；当溃疡较浅，

未累及深部组织时，根据脾主肌肉和“诸痛痒疮皆属

于心”的理论，着重补脾胃、清心火；当坏疽治疗到

最后生长皮肤的阶段时，根据肺主皮毛的理论，加用

调理肺气的药物。正是因为亓教授这一独特的创见，

使得众多的糖尿病坏疽患者避免了截肢的痛苦。
4 从气血津液而言，气血同调，精津互生，是一整体

升降出入运动是脏腑的功能活动，但脏腑功能的

实现最终要依赖气、血、津液来完成，因后者是构成

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

活动的物质基础。除自然界的清气、肾中精气有资助

作用以外，气、血、津液主要来源于脾胃运化的水谷

精微。它们在生理上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在病理上

相互影响，共同致病。亓教授在治疗上习惯于把气、
血、津液以及其病理产物痰、饮、水、湿、瘀作为一

个整体来考虑：认为糖尿病初期以阴津亏虚为主，既

而损及于气，致气阴两虚，脾气虚弱，气、血、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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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骆继杰教授乃全国著名内科及肾病专家，广

东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高级师

带徒专家，长期从事中医肾病的诊疗和研究工作，勤

习经典，对肾病的治疗除了从脾从肾论治外，同时强

调从肝论治。骆老认为，肝主疏泄是肝的主要生理功

能之一，疏泄正常意味着肝气既通畅又协调，肝失疏

泄包括疏泄太过与疏泄不及两方面，肾主水，藏精，

素有“肝肾同源”之说，肝之疏泄失常可导致肾系病

证的出现。现将骆老的论述表述如下，以飨同道。
1 肝主疏泄的源流

骆老首先对肝主疏泄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关于

“疏”、“泄”二字，后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

“疏，通也”，“泄，水受九江博安洵波而入”。《辞

海》则把疏泄总释为：“疏通，畅达，宣泄”。医经

中关于“疏泄”一词的提出，最早见于《素问·五常

政大论》，其云：“发生之纪，是谓启陈，土疏泄，

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

荣。”王冰注曰：“生气上发，故土体疏泄；木之专

政，故苍气上达。达，通也，出，行也。”张介宾注

云：“木气动，生气达，故土体疏泄而通也。苍气，

木气也。”(《类经·运气类》)“土疏泄”意指木气条

达，土得木制化而疏通，隐含了肝木具有条达、疏通

的作用。《医学入门》言肝的正常机能如“春木繁

荣”，欣欣向荣，枝叶萌发，舒畅条达。故骆老认为，

肝主疏泄是指肝具有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

滞、散而不郁的作用。
2 肝主疏泄的生理功能

骆老认为，肝主疏泄的生理功能是指肝脏具有疏

通、畅达全身气机的作用。脏腑、经络等活动，均赖

气的升降出入，故肝的疏泄功能对气机的疏通、畅

达，脏腑的气化活动及水液的吸收、转输、敷布、排

泄等代谢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若肝气疏

生化乏源。气虚致血脉的推动及津液的输布失职导致

痰、饮、水、湿、瘀停滞，这些病理产物反过来又阻

碍了气血津液的生成、输布和运行，到后期才损及阳

气，致阴阳两虚。故亓教授在其自拟方益气固本汤中

以桑椹、枸杞子平补肾精，不偏不倚，壮先天元气，

资助全身气、血、津液之化生；以黄芪、山药健运脾

胃，不寒不热，行后天之职，补益全身气、血、津液

之不足；以沙参、麦冬、五味子养阴生津，补阴津之

亏；以丹参、川芎活血养血，行瘀血之滞；以荔枝核

理气消滞，布散精微，助痰、饮、水、湿之化；以甘

草甘缓和中，调和诸药，协气、血、津液之生。全方

先天、后天兼顾，气、血、津液同调，验之于临床，

多收奇效。
（责任编辑：刘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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