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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传惹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肾脏病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是现

代中西医结合协同治疗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她于1959年毕业于华西医科

大学，历任成都中医药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组负责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内科主任、 成都中医药大学急重症教研室主任，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业务院长。 在其50余年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她以顽强的意志和不懈

的努力，破解了一个又一个中西医结合肾脏病诊断和治疗上的难题。她的多

项研究成果获原卫生部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四川省科技进步奖。其中，她

主持的"中药结肠灌注1号治疗急、 慢性肾衰的研究"在非替代疗法治疗急、

慢性肾衰竭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于1985年获得原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

等奖，成为当年全国十项重大中医药成果之一。 她研制开发的肾康注射液 、

肾康栓剂、肾衰康灌肠液等三个国家级新药现已广泛运用于肾脏病临床，取

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她呕心沥血地培养出来的30多名中西医结合临床硕士

和博士，已经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肾病学科医疗、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

数十年来，经她救治的病人己数以万计，不少患者来自美国 、 日本 、 澳大利

亚 、 泰国 、 马来西亚、 朝鲜、 中国台湾 、 中国香港等多个地方。 叶传惹教授

以其精湛的医术 、 丰硕的成果 、 崇高的医德而董声海内外。美国 〈 国际日

报 〉 、 中国台湾 〈 中国时报 〉 及日本等多家杂志和刊物对她的业绩进行报道

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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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传承叶传慧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由其弟子刘玉宁 、

郭立中教授和师门同窗，将随师学习和应诊所得加以悉心收集整理，编赛成

本书，以飨及同道并惠及患者。

全书共分上 、 中 、 下三篇，上篇论述叶教授对肾脏病的病因病机、 辨

证及治法、常见病症及微观症状的辨治 、 中医综合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法、肾脏病调护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和体会。 中篇套萃了叶教授对常见肾脏病

十五个病种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经验。 本篇以西医病名分章，针对各个病种，

重点阐述其西医病因病理及治疗方案、 中医病因病机及辨证分型论治和专方

专药治疗方法等，并于各病之末对叶教授的辨治思路和方法加以总结，其中

不乏叶教授多年来临床探索之真知灼见，以方便读者学习 、 领悟和临床运

用。下篇介绍了叶教授临床运用激素和其常用中药的体会，或可为读者理解

叶教授用药之精巧奥妙提供帮助。

由于我辈愚顿，且跟师应诊时间有限，对叶教授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

总结难免有浅涉而止或理解失当之处，敬请读者原谅。

编者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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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肾病病因病机

第一节病因

病因是指破坏人体相对平衡状态而引起疾病的原因 。 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妹

多，如六淫、七情以及饮食、劳逸等，在一定条件下都能使人发病。 为了说明致

病因素的性质及其致病特点 ， 中医学对病因进行归类。 最为古今所推崇的是宋代

陈无择的 "三因"学说 ， RfI六淫邪气所触为外因，五脏情志所伤为内因，饮食劳

倦、跌扑金刃以及虫兽所伤等为不内外因。 这种把致病因素与发病途径结合起来

的分类方法，对临床辨识病证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 此外，中医学还认识到.上

述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导致脏腑功能失调，从而产生痰饮、痕血、内湿、内火、

内f虫、内毒等，这些既是脏腑失调的病理产物，又能造成某些病变的新的因素，

有人称之为第二病因。 中医对肾病的病因认识，亦尊宋代陈氏"三因"说.同时

对病理产物形成的因素和药邪致病的因素等在肾脏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亦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外感因素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气交之中，任何疾病发生均会受到自然界各种气候的影

响。 风 、寒、 暑、湿、燥、 火是自然界六种不同气候变化，在正常情况下称为

"六气"。 人类对六气的变化具有较强调节与适应能力，所以正常六气不能致人

于病，只有当气候的急骤变化，超过了人体的调节、适应能力，或人体的体质屠

弱，适应能力低下，不能对正常气候的变化做出相应调节时. 六气即成为致病肉

素 ， 侵犯人体造成或诱发疾病的发生。 此时的六气，就称为"六淫"。 六淫致病

从今天的临床实践来看，除气候因素外.还包括了生物性(虫1]病毒、细菌等)、物

理性、化学性等多种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而引起的病理反应 六淫致病在肾脏病



发生、发展过程中极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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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为百病之长，六淫之首， ).xL邪四时皆可致病，凡寒、湿、燥、热诸邪多依

附于风而侵犯人体，故风为外邪致病的先导。 风邪侵袭人体，始犯肌表，如若膝

理不固，及脏腑内亏.风邪亦可长驱直入‘内犯脏腑，以致于至虚之处，乃容

邪之所。 风邪犯肾 《 内经 》 称为"肾风";Jt发病是因"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

汗出逢于风" ( {素问 . 71<热穴论~ ) 临床表现为"肾风之状 ， 多汗恶风，面庞

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 吨 Jt色始，隐I~l不利，岭在肌上，其色黑。 " ( { 素问 · 风

论 } )，以及《素问 · 奇病论 》 所描述的"有病面庞然如有;j(状，切其脉大紧，身

无痛苦，形不瘦 ， 不能食，食少……病生在肾，名为肾风。 肾风而不能食，善

惊，惊己，心气接者死; 由于肾虚而风邪人巾，风性开泄，以致肾关开闺失常，

封藏失职则精微外泄， 1λL鼓水涌则怪槛为肿 。 肾风迁延不愈，渐至脏腑精气亏

少吨风邪留连不去，肿势日益增剧 . 终至脾肾衰败，嗣浊内聚，三焦辈塞，下关

上格，遂成肾劳 . 使病趋危殆。 由此可见，风邪是肾脏病发生、发展和加重的重

要因素之-

3 

二)寒牙15

寒为阴气盛的表现，其性属阴，所谓 "阴盛则寒" "寒气通于肾\肾为寒水

之脏，寒邪致病，与肾脏有一定的亲缘性， 二者同气相求 . 故陈无择 《三因极一

病证方论》说"寒喜中肾" 临床上，不论外感和内生之寒邪皆易伤及肾脏 ， 寒

邪犯肾，尤易损伤肾巾阳气.导致肾脏气化功能失常则水被精留 ，外溢肌肤，内

充胸腹，从而病发水肿。 如 《 素问 · 气交变大论》 说"岁水太过，寒气流行， - h e- 

甚则腹大腔肿";另外， 寒性阴凝而主收引，寒邪伤及肾脏经络，易导致经脉收

缩，气 l缸运行不畅.肾脏脉络痕滞，以致肾关的开|面启闭失常。 进而引起精微外

漏、浊邪内留，而出现水肿 、 蛋白尿 、 血尿 、 血中氮质、蹦留等。 可见寒邪侵犯人

体与肾脏病发病密切相关

=. )热邪

热为阳邪，与火同气，火乃热之极，热乃火之渐， 二者程度不同，性质则

一，皆具炎上急迫之性e 在肾脏病疾患巾，热邪致病，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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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一则热邪侵及下焦肾与膀脱.以致水液皆热，贝1J水热互结 、 气化失司、水道

不利，渥发为热淋，如 《 诸病i]Jli、候论 》 说"热淋者， τ气焦有热.气博于肾.人流

于胞而成淋也.或热邪久蕴 . 煎熬水液，尿掖凝结，日积月累，聚为砂石，阻

于尿道则为石淋;若邪热熏灼于肾及膀脱，伤及脉络，迫血妄行、贝1J多见血淋 、

尿血诸症，甚至热邪腐肌败肉，则可出现脏尿等;邪热煎熬肾巾津血.津伤血

浓，则可导致肾络痕滞‘肾关开l面失常而出现水肿 、 血尿 、 蛋白尿以及血巾氮质

满阳等。

(四)湿邪

湿邪在肾脏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堪称罪魁祸首。 湿为弥漫之水，而肾居下

焦为主水之脏，"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 ~ 素问·太阴阳。1论 )) )，故湿邪为病，

易伤肾脏。 湿有内外之分，外湿多由气候潮湿、涉水胃雨、居处卑湿或以水为事

等所致;内湿常因脏腑功能失调，水液不能正常输化而成】 在发病脏腑上.多与

肺、牌、肾三脏相关，然其权尤重在肾。 攸肾脏既是湿邪淫害之所，亦是湿邪产

生之地。 11伍证之中，内湿偏胜易于相引外醒，外温侵袭每多加重内炮，从而内外

相引，形成恶性循环。 湿性重浊，最易阻滞气机，障碍气化，以致肾脏气化功能

失职， 三焦水道不幸1]. 则水湿之邪内聚，内排脏腑 . 外胀皮肤.发为水肿 肉湿

性黠槽，其致病多固着不移，缠绵胶结，难以速愈。 故湿邪内阻 ‘ ;.K直不利是各

种肾脏病得以发生.乃至迁延不愈之重要因素。

(五)毒邪

毒邪是一类对人体危害甚大的致病物质，它在各种肾脏疾病发生、发展过程

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 毒有内、外之分.其外毒又有六淫之毒与疫病之毒之

别，作为病因之外毒，既是与六淫 、 疫病之气有密切联系，又有不同之处。 寓于

六淫之毒，多元传染性;寓于疫病之毒，则常有传染性。 论毒最早的要首推 《 内

经)) . 该书认为偏胜之气为毒 ， 井将毒分为"寒毒" "热毒" "温毒" "燥毒"等

类，其产生与气候有关‘无传染性 此后， (( 肘后方 ~~ 诸病源候论~~ 千金方 》

等先后记载有"沙风毒" "7](毒" "狂犬毒"等的致病特点，除有一定季节性外，

并有媒介传人的描述。 后来居上的医学典籍进一步认识到如疫摩 、 疫师、疫躏 、

疫症、疫咳、疫喉以及大头瘟、蛤蟆瘟等都属于疫病之毒致病的范闹。 就外毒的

实质来说，从西医学的病因学分类来看，是一种生物性致病物质，是自然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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