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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风范久　悬壶济世长

江城大地，人杰地灵，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名医辈出。长期以来，一大批德艺双馨的中医药名医大家呕
心沥血、救世活人、传承授业，成就突出，为武汉市中医药事
业的继承和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作出了重要
贡献。

未来６年，武汉市将全力迈向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中心，
造就一批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新一代中医药领军人物、
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型人才。因此，薪火传承、引领垂范，尤为
重要。

继２０１１年湖北省评选表彰首批中医大师之后，武汉市
率先开展了首届中医大师名师评选表彰活动。为树立典范，
激励后学，营造名医辈出的良好氛围，调动广大中医药工作
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中医药服
务，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定授予李恩宽等１０名
医师为“武汉中医大师”、余南才等２８名医师为“武汉中医名
师”、薛莎等４０名医师为“武汉中青年中医名医”、杜子辉等

４０名医师为“武汉基层中医名医”荣誉称号。
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中医药事业的不

断发展，激励中医药工作者奋发有为，在单位和个人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将１０名武汉中医大师和２８名武汉中医名师的
个人经验及经历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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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宽

李恩宽，男，武汉市人，汉族，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５５年就读于武

汉同济医科大学（原武汉医学院），并

因在校表现优异，于１９５８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１９６０年毕业后的十余年

中，一直在社会福利院工作并学习中

医。于１９７２年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工作至今，期间曾多次到日本、

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被评为武汉市中医大师。

李老出生于中医世家，受父亲李

哲明（武汉市名老中医）的影响甚深，从小耳濡目染，热爱中医，并

且熟读中医经典名著，而大学毕业后，也从不间断的一直跟随父

亲学习中医以及针灸（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并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多次短

期跟随父亲的老师杨济生（全国名老中医、中央保健医师）学习，

得到其真传。对中医理论、临床、针灸均有独到之处，如中风病人

舌体歪斜，语言不清，深刺舌下金津、玉液可治愈舌体歪斜，使吞

咽正常，语言清晰，疗效好。对心脑血管疾病及后遗症，各种关节

痛，颈腰椎疾病等治疗疗效较好，如中医治疗效果好，则不用西药

治疗。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跟随全国名老中医黄寿人学习中医，并继承

了他的部分学术思想，对养阴、补脾胃、活血化瘀等学术思想有较

多的体会和实践，对养阴的学术思想有进一步提高，如朱丹溪的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是滋阴派的名言。李老认为阴是精

血，阳是指气火，即由于精血亏损所产生的虚火。他认为精血是

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不断消耗，易损难复，故阴常不足。如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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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保养精血，嗜酒纵欲，伤伐过度，则阳气易亢，虚火妄动，故阳常

有余。阴虚阳亢，则百病丛生。故主张保重精血以维持身体阴阳

的相对平衡，这是他在临床上偏重滋阴法的理论根据。李老曾治

疗３０例血吸虫性肝硬化腹水的病人，患者多为阴虚，采用魏柳洲

的一贯煎及张锡纯的鸡胵茅根汤加减治疗，如中药利尿效果不

佳，加上西药的利尿剂，则利尿较快，但西药利尿剂容易产生耐药

性，此时与中药的养阴利水剂同用，可使西药利尿剂的耐药性减

轻而增强疗效，同时可以改善肝功能。这批绝大多数病人除个别

死亡外，达到临床治愈。李老对于肝硬化腹水、冠心病心绞痛、心

肌炎、肺心病等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都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李老从小学习了多种中医古籍，对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

书更是熟读，而近来又学习了扶阳派清代名医郑钦安中医学著作
《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及其他扶阳派的医书，对扶阳

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提高了临床疗效。郑氏认为阳虚

证的发病机理是：阴气上僭，阳不制阴，应扶阳以宣布阳气，阳光

一照则阴气自灭。郑氏对阳虚证的治疗有其独特的认识与经验。

郑氏认为：“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

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极，足以消尽

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

岂真引火归原哉。”而李老认识，现代人在生活、工作、学习中，多

耗损阳气，导致阴阳失调，而发生各种疾病。而阴阳学说是中医

理论的基础、核心，是中医的辩证法则，《素问》云：“阴平阳秘，精

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决。”郑氏在《医理真传》中指出“万病一

阴阳耳”、“发病损伤各有不同，总以阴阳二字为主，阴盛则阳必

衰，阳盛则阴必弱，不易之理也”，这句话强调了阴阳辨证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并认为“按定阴阳虚实，外感内伤治之，发无不中”，

还再三强调“务要将内外两形，阴阳实据，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

性命也”而李老遵从郑钦安的扶阳学说，他推崇阳气，认为阳气为

一身之根本，阴阳平衡为治疗之准则，并强调阳主阴从，而且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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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善于用附子、干姜、肉桂等温热性质的药物治疗疾病。并且

在治疗过程中，李老为了降低附子的毒副作用，更是将附子经过

特殊炮制，将乌头碱的毒副作用降至最低，而且李老为了将治疗

效果达到最佳，并且避免病人中毒，常常以身试药，他曾经将炮制

过的附子煎药口服达到一剂１２０ｇ无中毒等反应，才将药物用于

临床。

李老在运用扶阳药的基础上，加用补气药物运用于中老年的

疾病，效果显著，他认为，中老年人多有气虚的表现。而在脑中风

或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采用扶阳方法，加用虫类药治疗，疗效

较好。

如近期治疗多例肾病综合征女性患者采用扶阳派的理论指

导治疗，经两个月的治疗，患者尿蛋白由＋＋＋逐步消失，肾功能

基本恢复正常。《内经》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

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现

在大多数人认为肾病多为阴虚，一味以滋阴降火为主，其实不然，

阳气（正气）不足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内在因

素，是疾病生理病理过程中的最主要矛盾。在中医学中肾病综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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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多属“水肿”、“虚劳”、“腰痛”等范畴。认为水肿、蛋白尿等症为

水精输布失调之故，而肺、脾、肾是水精输布过程中的主要脏器，

其标在肺，其制在脾，其本在肾。肺主气，为水之上源，故有通调

水道，散布精微的功能，如外邪侵袭，风水相搏，肺气壅滞，失去宣

肃功能，则可导致水肿；脾为生化之源，主运化水谷，转输精微，上

归于肺，利水生合，若脾不健运，水谷运化失常则水湿内停，泛溢

肌肤；肾为水脏，司开合主二便，如肾气不足，则开合不利，水液代

谢障碍，便可出现小便异常和水肿。若脾气下陷，肾气不周，升运

封藏失职，都会损伤阳气，导致阳气亏虚，阳虚精微输布失调，可

从尿中而外泄。在治疗过程中，李老主要以四逆汤加味治疗，而

且李老大剂量运用附子，并且同时加用肉桂、桂枝等温阳的药物，

佐以养血活血的药物，使得疾病得去，症状好转，达到临床治愈。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时，李老认为，中医部分，必须严格

遵循中医的辨证进行治疗，不能套用西医用抗生素，中医就用清

热解毒治疗。更不能是采用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

法，中医讲究的是一个整体，不能采用西医的局部对症治疗。例

如１９８０年曾治疗一例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患者当时全身

发黄，总胆红素１２ｍｇ／Ｌ，经剖腹探查胆管硬化，管径２ｍｍ，无法

手术，医院希望患者进行肝移植术，但当时国内做肝移植术最多

只能存活２６４天，患者及家属均不愿做手术，后经对其进行中西

医结合治疗，半年痊愈，随访２１年，现仍健在。此病罕见，至

１９８０年我国有文献根据的只有２６例，绝大多数病人５年后死

亡，本例患者生存２０多年。在本例治疗过程中，严格遵循中医的

辨证观点进行论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显著的效果（详见《中国

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８年６期）。

在临床治疗中，我们应该让中医的长处得到发挥，对于一些

难治性疾病，慢性病，中医有其独特的疗效，我们更要坚持。李老

认为中医的各个流派均有自身的优势，在指导临床，都有积极意

义，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流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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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其临床上有突出表现，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李老享受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给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４年被中共湖北省委

组织部及湖北省人事厅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１９９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

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２００２年由湖北省卫生

厅授予“湖北省知名中医”，２０１１年湖北省卫生厅授予湖北中医

名师，技术二级。

在学术团体方面，１９８２年李老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武汉

市分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１９８３年任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湖北分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任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理事；１９９４年起，任《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第五届编委

会委员。１９９４年起任湖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科技成果方面，李老主持科研题五项。中医方剂“寒凉温

热”四性实质研究———１１０个方剂煎煮液与元素的关系（为中国

中医药管理局课题），获１９９２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黄白口

服液提高免疫功能的临床与实验的研究，获１９９２年武汉市科技

进步三等奖，１９９５年国家发明银奖；清热止痒方治疗瘙痒性皮肤

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１９９４年武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１９９４
年国家发明铜奖；通脉散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获１９９８年武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奖项均排名第一。另外

现主持武汉科技局公关计划课题（温阳前列腺汤治疗前列腺增生

症），运用扶阳思想治疗前列腺增生，通过临床观察效果显著，正

申请专利。在此期间，更是发表论文２０余篇，并有论著《黄寿人

医镜》《中医药理论量化与微量元素》（均为合著）等。而中医药理

论量化与微量元素更是开通了中医药从现代医学方面论证的

先河。

任职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期间，李老更是大力发展中

医事业，并在任市人大代表期间，多次在小组会上口头提出建议

武汉市人民政府加大对中医和中国西医结合事业的投入，以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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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适当的增加了投入。为了更好发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建议开办

西学中班，在市人事局、科干局、卫生局的支持下，在武汉职工医

学院办了两期西学中班。医院也自定政策，同等学力资历，西学

中的人员优先晋升，如医院原副院长皮肤科专家高进，外科专家

外科主任张家衡，妇产科专家市妇幼保健中心妇产科主任丁玎等

先后顺利晋升至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这两期西学中班，进一步

促进了医院中西医结合工作。

（张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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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竞环

管竞环，男，汉族，１９３６年１１月

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大学本科学

历，中共党员，武汉市第一医院中医

主任医师、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华

中科技大学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１９９２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全国第二、三、四批老中医药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２００１年

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西医结合

贡献奖”，２００２年获“湖北知名中医”

称号；２００８年获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优秀指

导老师；２０１０年获湖北名医称号；２０１０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曾兼任中国中医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中医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学术顾问。获湖北名医、湖北名师、湖北省劳模、武汉市劳模荣

称。主编专著３部，发表论文１００余篇，主持和参与２２项国家、

省、市级科研课题。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被评为武汉市中医大师。

管老于１９５８年考入武汉中医学院，１９６３年毕业后留校，供

职于武汉市中医院，１９７０年１０月调入武汉市第一医院。先后师

从一代名医陆真翘、黄寿人和余青萍、章真如。管老治学严谨，医

术精湛，从事中医临床科研５０年，擅长治疗内科疑难病症，特别

是肾病专科，如慢性肾炎、慢性肾衰竭、泌尿道感染等。在中医理

论量化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对于肾病的治疗，管老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取得良好疗

效：中药穴位注射治疗慢性肾炎为国内首创，并沿用至今；另外，

对于慢性肾衰竭等多种肾脏疾病，管老制定了一系列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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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案，疗效水平居国内领先。

临 证 经 验　　

自上世纪６０年代末，管老开始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

的临床及实验研究，专攻慢性肾炎、慢性肾衰竭等。《内经》言“治

病必求其本”，临床上就需要通过对症候的全面分析而求其本质。

例如慢性肾炎多由于感受外邪而未得根治，病程中又常常因感冒

或感染而致反复加重，可谓旧邪未去，新邪又至，日愈久，邪愈甚，

然其临床上或仅仅只有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的尿蛋白持续阳性

而余证不显，管老认为患者蛋白尿持续阳性，最有威胁的是感染，

尤其是牙齿，咽部，皮肤等易于被忽视的感染灶。因为多数患者

对这些部位的疾病不予重视，且很多情况下病人无自觉症状。由

于感染灶的存在，患者蛋白尿及血尿不易消除，而且在机体抵抗

力低下之时，易于复发。管老在患者病情稳定时，积极预防感染，

在病情复发时，常首先考虑清除感染则尿蛋白自消，即邪祛则正

安。另可从其舌脉查其本质，常可见舌红或干或腻，舌底络脉瘀

青，脉弦滑或细数，而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其尿中白细胞常可见

阳性。至此可见肾炎尿蛋白持续阳性者不宜一味温补通阳，而当

以清热解毒、凉血化瘀，参以随证施治，方与其病机相符，始能取

得较好疗效。通过多年的临床探索和实验研究，管老还研制出了

灌肠一号、４５４颗粒、坚肾合剂、生红素片、水肿汤、黛军片、清清

胶囊、清木糖浆、健脾生血精、扶肾膏等一系列纯中药治疗慢性肾

炎、尿毒症的有效制剂，获得患者和同行较高评价。

（一）辨证思路

管老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经常强调一定要在中医药理论指导

下，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相结合。如慢性肾炎患者，有的表现有

浮肿，有的表现有腰痛等；泌尿系感染的患者可表现有尿频、尿

急、尿痛、腰痛等；而有的患者，无任何自觉症状，往往在体检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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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尿检异常或肾功能异常等，所以管老看病不拘一格，采用中

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相结合，以理化指标和临床症状改善为依据，

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临证特点如下。

（１）重视问诊。

（２）重视舌诊。隐匿性肾炎，因其无症可辨，往往无从下手，

此时，管老详辨于舌。对于舌质淡红，舌体胖大，边有齿印，苔薄

者，常予补气；对舌体瘦小，舌质红，苔薄少津或少苔者，予以补

阴；对舌质暗红，边有瘀点或舌下络脉迂曲者，配以活血化瘀

治疗。

（３）重视体格检查。管老多次强调体检的重要性。如查患

者眼睑及双下肢的浮肿；查指甲、眼睑色泽有无贫血；查皮肤感

染；查咽喉、扁桃体肿大；查龋齿；肝脾肿大等等，往往要通过详细

的体检才能发现病灶。

（４）重视采取必要相关检查手段。管老很重视中医和西医

结合的诊疗方式，他常说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加上相关检查是

很好的诊疗模式。如浮肿的原因可有肾病、内分泌疾病、心脏病

等；仅靠中医四诊还不够，还需通过尿相差显微镜检、Ｂ超、ＣＴ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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