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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千百年来，中医临床名家辈出，中

医药学能够传承、发扬、创新，各个时代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功不

可没。名老中医是解决中医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青年医师的楷模，他们

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当代中医学术水平的体现，对于中医药学的发展

起到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卢化平主任医师是全国第三批、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全国首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宁夏名中医，他有着

渊博的学识，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从医经历，并且在临床工作中积累

了大量的临证经验。作为弟子的我们，深深明白继承前人的经验，对发挥

中医药学的优势与长处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了继承就无从谈发展，因此，

我们从中医学术发展的基本模式“继承 - 发扬 - 传递”出发，对其学术思

想和临证经验进行系统地整理和总结，择其精要将其发扬光大。

我国为了中医药事业的兴旺发展，重视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传承工

作，在国家科技部的支持下，2005 年“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名老

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总课题全面启动，我们有幸承担了子课题

“卢化平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研究”，并总结出了相应的研究报告。出于

对卢老师多年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的继承、传承的责任，弟子们将常年跟

师学习所得、所思、所悟编纂成书。本书主要取材于卢老师 40 余年从事

临床工作及医学带教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术思想、临诊时疗效显

著且具有完整记载的万余份病案及所带继承人、徒弟的跟师学习心得，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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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翔实的宝贵资料，通过整理、归纳、总结，分类编纂成书。

老师在诊治内科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病的许多经验仍需我们继续整理

挖掘。此书即将付梓，我们诚愿广大读者对本书中的谬误及不当之处给予

批评指正。

                                                                                                      王辉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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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卢化平成才经验

   他是一位学验俱丰、理论基础深厚、思路敏捷的中医学者；他

精研经典，崇尚仲景之说，但又不墨守成规；他谦逊好学，多方

聆听名家教诲；他勤于临证，平易近人，无论长幼贫富，皆悉心

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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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传记

一、 经历简介

卢化平，男，现年 70 岁，宁夏银川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1962 年考

入宁夏中医学校中医班学习，1966 年毕业，1967 年分配到宁夏煤炭职工医

院，1974 年调入银川市中医医院，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于 1981~1982

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参加了经典著作提高班学习，1984 年任医务科科长；

1985 年兼任陕西中医学院驻宁夏函授站副站长，并任医院中医药研究中

心副主任。1996 年担任银川市中医医院业务副院长，一直坚持临床工作，

1998 年被评为主任医师。2002 年、2008 年分别被遴选为国家第三批、第

四批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硕士生导师。2013 年被遴选

为全国首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1984 年至今还曾任中华中医药学

会理事、中华中医学会内科分会委员，宁夏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等职。

卢老师从事教学、科研、临床工作 40 余年，勤奋好学，广涉博览，尤

其笃信中医经典著作对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他最推崇张仲景、张景岳、

叶天士、李东垣等著名中医学家，最喜读的中医药著作是《伤寒论》《内经》

《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景岳全书》《类经》《临证指南医案》《医学衷中

参西录》。卢老师在学术上推崇仲景之辨证论治，贵在求实，重在实践，长

期坚持上临床。结合宁夏的地域特点、气候特点，人们的生活习性及本地

的人文特点以及这些因素对疾病从发病到发展的全过程的影响，逐步地形

成了自己在临证时以调理的思想去思辨，用调理的方法去治疗杂病的学术

见解。老师调理法的提出正是对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的最好体现，其基础就

是在充分尊重、理解中医经典基础上，综百家之长，进行推演、归纳，努

力向“临证察机，使药要和者，谓之上工”的方向靠拢。调理法实质就是

运用中医的各种手段使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保持动态平衡，以适应自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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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社会、心理上各种变化的健康状态。所以调理的观点是老师学术思想

及临诊经验的重要内容。

这种见解是从整体观念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以及疾病的过程都是

以脏腑为中心，并密切相关的各种组织、器官、物质、功能协调稳定与失

去协调稳定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治病就用各种方法调动并调整，恢

复正常状态这么一个认识而产生的。临证中善用经方，擅长治疗内科杂病

及疑难杂症。在咳喘病、胃病、不寐、胸痹、心悸、肿胀、虚损、温病、

喉痹等病的治疗上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二、学医过程

做一名医生是卢老师年轻时最大的理想，因为医生可以行医济世，治

病救人，且受人尊重。1962 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宁夏中医学校中医班。该班

本称为宁夏中医学徒班，是宁夏为响应中央号召，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现象

的一种举措，招收一批高中毕业生，先集中学习中医理论 3 年，然后再分

配跟当地名中医为徒，研习临床 1~2 年，为集中教学方便而放在了嗣后成

立的宁夏中医学校，“文革”后改称此名。在校学习期间，陈育鸣先生任校长，

他是一位学验俱丰，理论基础深厚，思路敏捷的中医学者，他崇尚仲景学说，

但又不墨守成规，教学上不满足当时一版教材的内容，自编《伤寒论》《中

药学》《方剂学》教材，并亲自为学生讲授部分课程，深入浅出，易懂易记，

正是在陈育鸣先生的影响下，使年轻的卢老师对中医的学习逐渐产生了兴

趣而不感到枯燥。陈校长还强调基本功的训练，要求学生必须背诵《药性

赋》《汤头歌诀》《濒湖脉诀》等歌赋。另外，在校学习期间，还受到顾厥

中、薛冰操等老师的谆谆教诲，顾厥中老师理论源于伤寒学说，临床诊疗

经验丰富，授课时联系临床，尤其诊脉技术令人叹为观止，使卢老师增强

了学习中医的信心；薛冰操老师理论上属温病学派，临床上善治热病，亦

善于治疗内科杂病，其授课使卢老师对中医流派的形成和融通有了一个新

的认识，认识到创新与发展是中医保持生命力的关键。再如当地名医，人

称“儒医”的满族人陈元暇，教授古文课，老先生知识渊博，上课时不拿

讲义，讲课时旁征博引，对《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倒背如流，中医经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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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熟于心，只要引用，大段原文顺口诵出，使卢老师觉得做一名中医就要

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学医之初，正是由于几位先生渊博的学识，令人神往

的诊病技巧以及显著的临床疗效，使之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6 年毕业后分配到宁夏煤炭职工医院，在中医科工作。虽然刚工作

时和资深的医师同处一个诊室，坐过冷板凳，但这并没有挫伤他学习的积

极性。因为医院是西北煤炭管理局的直属医院，所以同时分配到医院的有

来自全国各地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一块儿工作，

相处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切磋医术，工作中没有过多的思想压力，

再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使他自己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内在的

潜力。在工作中，因成功地救治了一个患儿而更加加深了对中医事业的热

爱和执著。那是 1969 年，11 个月大的男孩因“高热、咳嗽、喘息”门诊

以肺炎收入儿科住院治疗，经用抗生素静滴 3 日，咳喘稍减，但高热不退，

仍在 39.5℃左右。主管医生甚为不安，知安宫牛黄丸可退高热，遂与之服用。

每次半丸，每日 2 次，连服 3 日。高热不但未退，反增饮、食即泻，完谷

不化，食乳则泻下如乳汁样便，服药则泻下棕褐色药汁或清水中夹有药物

颗粒，饮水即泻下清水，遂请中医科会诊。卢老师当时作为会诊医师，见

患儿面色晄白，闭目蜷卧于母亲怀中，诊时不哭不闹，抚之腹软，肌肤尚温，

但不热，手脚发凉，舌质淡白苔少。仔细分析此患儿脉证，显系过用寒凉，

阳气大伤，阴寒内胜，虚阳浮越之证，为今之计唯有回阳救逆、益气固脱

之法可用，急处参附龙骨牡蛎汤加味：红参 5g， 制附子 5g，干姜 3g，茯

苓 5g，生龙骨 10g，生牡蛎 10g，炙甘草 3g。１剂，嘱用开水急煎，取汁

100ml，每隔１小时服 10ml，至晚服下 60ml。儿科诸位医师均以高热不用

清热而用大量温补药为不解，但甚为配合。患儿初服药时仍便下药汁，但

至晚间服下之药汁及乳汁均已不随即便下，体温已降至 38.4℃。第二天上

午又诊，测体温 38℃，患儿面色转润，手足已温，早晨一次稀便，精神较

前大为好转，诊时已不如昨日安静，舌质转为淡红，嘱原方再服 1 剂。至

第三日体温已正常，为 37℃，神情活泼，嬉戏如常，诸证均已好转。又观

察一日出院。病人本患肺炎喘嗽，伴有高热，原属实热证，但小儿稚阴稚

阳之体，不耐寒热，医者不辨其证，只认为安宫牛黄丸可清热退烧，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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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用。过用寒凉，致该患儿阳气大伤，阴寒内盛而见下利完谷不化，格

阳于外而仍是高热不退，治疗颇为棘手。虽有高热，但患儿洞泄不已，后

天来源断绝，四肢逆冷，浮越之阳不回，势必阴阳离绝。选用参附回阳救

逆势在必行；因其无汗，故选用生龙骨、生牡蛎以“镇摄飞越之阳气，戢

敛簸摇之阴气”（岳美中），安阳以归阴；洞泄不止，增干姜、茯苓温脾阳，

利水止泄。服后阳回阴敛，阴阳谐和，身热得退。

通过这例病人的救治，使卢老师更加坚定了从事中医工作的信心，中

医不仅能治病，而且还能治大病、重病，但是一定要按照中医的规矩行事，

不能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和束缚。

在煤炭职工医院工作的这六年时间里，由于是在一座新建城市里的医

院，见到了许多疑难复杂病症，且能和同行们齐心协力，互相合作，互相

学习，共同提高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疗效。1971 年还被

委派筹办宁夏石嘴山地区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并承担中医基础理论课的教

学。这样既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教学能力，又增强了自信心。而且由

于平时自己看书多，知识面广，知识积累多，为人随和，这样也增加了与

更多同行们的交流机会和优势，取长补短，在交流中学习，大大丰富了自

己的知识和见解。

因身为家中独子，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故于 1974 年正式调入银川市

中医医院。刚调入时，在中医门诊工作，每天的门诊量 30~40 人（次），

门诊量大，提高了自己独立实践、临证思辨的能力。1975 年开始带教陕西

中医学院毕业生实习，由此开始了带教工作。在银川地区举办的西医学习

中医班、中医提高班上授课，并临床带教，学生中不乏本地区知名的西医

权威，教学相长，使自己也增长了不少西医学知识。

当时无论在门诊还是在病房，都可见到一些病情较重、症状较复杂的

重症或疑难杂病患者，由于医患关系相处的也比较融洽，所以能充分发挥

中医特色，在治疗中大量运用中药。碰到一些疑难杂症也尝试运用经方，

并取效，但却不敢发挥，仅仅局限于症状完全符合原条文方能斗胆运用。

因为自己对经典条文的学习还局限于书本知识，经典条文的学习是枯燥乏

味的，对条文的领会不透彻，就不能对其的运用进一步拓展，这也正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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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困扰自己的地方。终于机会来到了，1980 年医院派自己前往北京中医药

大学进修四大经典著作一年，这个进修班实际上是经典著作提高班。在这

一年的学习期间，聆听了当时许多中医名家如任应秋、刘渡舟、赵绍琴、

王绵之、颜正华、程士德、印会河、上海金寿山等的授课和专题学术讲座，

系统地重温了《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著作。老师

们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丰厚的理论功底，经典条文的讲授由浅入深，并

将理论与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相结合，将枯燥的条文都扩充得丰富多

彩，引人入胜，将经典的拓展运用都一一展示于学生眼前，令人耳目一新。

也解开了自己在经典著作学习中的疑惑，使自己的思维豁然开朗，加深了

对经典著作的理解，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对《内经》的学习，

不再局限于枯燥的阅读条文，而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了《内经》及其内涵，

发现了《内经》中有许多条文其实是针对具体病的病因、病机、症状的描述，

正是这次学习，也促使自己日后收集了许多注解《内经》的相关书籍，通

过对这些书籍的阅读，越来越发现《内经》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很大很深远。

从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回来后，于 1982~1983 年参加了首届宁夏地区

经典著作讲习班的授课工作及组织工作，主讲《伤寒论》。因为要讲授《伤

寒论》就必须要熟悉并能背诵《伤寒论》中的部分原文，讲课过程中结合

自己在临床中运用的体会，和进修时汲取老前辈们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信息，

一一传输给了学员们，同时也促使自己的理论水平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因此，多年以来，一直认为《伤寒论》对自己在学医及成长的道路上影响

最大。

1983 年作为中医学会秘书长，负责接待并安排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智力

支边讲学团的学术讲座，全程参加了方药中、刘渡舟、谢海洲、李伯祥、

王士相等名家的讲学活动。1990 年借全国中医科技成果评审会在银川召开

之际，学会邀请了任继学、张灿玾、匡调元等名家讲学，自己负责并主持，

每场必到会听讲。1999 年去长春参加了首届全国名老中医临床经验高级讲

习班，又聆听了以邓铁涛、任继学、刘炳凡、颜德馨、朱良春为代表的 17

位名家的讲座，使自己树立了熟读经典，勤于临床，虚心求教，善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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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总结的治学从医理念以及做一个造福于一方民众的好医生的信念。

三、学术特色与成就

卢老师从事教学、科研、临床工作 40 余年，崇尚仲景学说，推崇张

仲景之辨证论治，贵在求实，重在实践，长期坚持上临床。他结合宁夏的

地域特点、气候特点，人们的生活习性及本地的人文特点，以及这些因素

对疾病从发病到发展的全过程的影响，认识到自己所遇到并诊治的疾病为

什么病机复杂，因此单纯的治法往往不能胜任，在治病的过程中经常多方

多法合用，或一法为主，参以他法，逐步地形成了他自己在临证时以调理

的思想去思辨，用调理的方法去治疗杂病的学术见解。这种见解是从整体

观念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以及疾病的过程都是以脏腑为中心，并密切

相关的各种组织、器官、物质、功能协调稳定与失去协调稳定的过程，牵

一发而动全身，治病就用各种方法调动并调整、恢复正常状态这么一个认

识而产生的。临证中形成了善用经方，擅长治疗内科杂病及疑难杂症的特

长。在咳喘病、胃病、不寐、胸痹、心悸、肿胀、虚损、温热病、喉痹等

病的治疗上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临床最常用的经方及时方有小柴胡汤、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百合地黄汤、理中汤、藿香正气散、温胆汤、酸枣仁汤、

半夏厚朴汤、五苓散等。卢老师认为，无论经方、时方、效验方，无一不

是来自于制方者的临床实践，无一不是制方者的治病心要，智慧结晶，验

之临床，使用得当，其效甚佳。然而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革，我们不能

因为有了前贤们所创制的名方、效方，就一概搬来照用，因为疾病谱在变

化，人的思想和思路有差异，古贤之方并不能完全适合现代人的疾病表现，

卢老师在应用经方及时方、效验方的时候，并不原方照搬，多数情况下都

是根据病人具体表现灵活加减化裁使用，他也一贯反对墨守成方，因“古

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金史·方伎传》）。面对病人千变万化的临

床表现，不深入思考，不能创新，则不能有所成就。卢老师受叶天士“制

方用药，因证转移”之说影响，多年来，自制新方在其诊治的病例中取得

了较好的疗效。例如：自拟麦茯苏贝饮用于治疗喉痹，还可用于咳嗽、胸痹、

失音等的治疗；自拟菖菊芎麻饮在临证中用于治疗头痛、眩晕证；自拟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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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苍辛饮用于治疗鼻鼽、鼻渊、鼻塞流涕、前额头痛等病；自拟泻脾甘露

饮用于治疗口疮、口糜、唇风等。卢老师很同意程门雪老先生说的“药物

的作用是导引，调整，流通，所谓四两拨千斤是也”的观点，临床处方用

药有下面四个特点：（1）简洁：就是选方用药精细、恰当，处方药味少而精当。

临证处方一般十一二味药，也有少至七八味者。（2）轻巧：处方用药常学

东垣之法，量轻不重。尤其在调补和调理脾胃、调理气机以及疾病后期调

养之时，对年迈、体虚久病者，更是如此。一般处方用量单味多在 10g 左右，

至多 15g，少则 5~6g，甚至有用 1~2g 者。病后调理，常制小剂或 2 日 1 剂，

或 3 日 1 剂，或制丸、散小量缓图。（3）灵动：处方用药配伍精当，不落

呆滞，灵活机动。（4）周到：凡药皆有偏性，无论温、清、消、补，尽皆

如此，临证用药时必须时时注意，多有监制以防其太过。

卢老师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对处方、用药已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习惯，

他对许多药物的功用使用有自己的体会和认识，临床常用的药物组合有蝉

衣、僵蚕；桔梗、牛蒡子；苏梗、黄连；麻黄、旋覆花；百合、生地黄；苍术、

白术；枳实、厚朴；香附、高良姜；赤芍、白芍；龙骨、牡蛎；桑叶、仙鹤草；

海螵蛸、煅瓦楞子。善用的药物有苏叶、藿香、薏苡仁、菊花、仙灵脾。

卢化平老师常说，医所以寄生死，医为仁术，人命至贵至重，临证唯

有谨慎小心，常存仁心者方可为之。切不可将一己之得视为普遍可用之真

理，搬来随意用在临床，更不能将一些似是而非，看似成熟的经验，书之

于篇，传播出去，将贻害无穷。因而勤于临证，很少著述，只先后在国内

中医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5 篇，参与编写了《冠心病症治与现代研究》，作

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并于 1991 年获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作为主要成员研制的中药三类新药“海丹胶囊”

已获国家新药证书并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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