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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类疾病是→组病因复杂，病理表现多样p 治疗难易不同的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

疾病。在风湿类疾病中，风湿寒性关节痛、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强直性脊柱

炎，危害最大，发病率亦较高，统称之为“风湿四病”。在我国北方及其他较寒冷潮湿地

区，风湿类疾病比较多见，但它绝不是局限于某→地区的疾病。积极研究这类疾病的病因及
防治，对于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祖国医学早在内经《素问·痹论》中就提出了“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的病国学
说，又根据三气致病的主次不同，分为行痹、痛痹与着痹。这是对风湿类疾病的最早的论

述。后世医家对痹证的认识不断丰富与深化，突破了“不与风寒湿合不为痹”的局限，提出

了内伤致痹的论断F 从而扩展了致痹病因的范围。现已查明，风寒湿等物理因素固然可以成

为某些风湿类疾病的病因，但主要的病因不限于物理因素。遗传、感染、代谢障碍、自家免

疫及血管性因素等已被列为重点研究课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在病因学的研究上有所突

破，为防治此类疾病提供科学的基础。

由于祖国医学对痹证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的痹证又与风湿类疾病属于同－范

畴，故博采古今成就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已被有识医家所关注，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

展。王兆铭等同志多年来从事风湿类疾病的研究工作F 在流行病学调查、病因分析及中西阳

结合治疗等方面F 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1985年由十几个单位组成了中西医结合防治风捏

寒病协作组，开展横向联系，组织协作攻关F 推进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1986年经中国中

西医结合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批准成立风湿类疾病学组， 1987年升格为专业委员会．三年来，

他们召开了六次学术会议，举办了两期专题学习班，对于普及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起到

了有益的作用。在上述活动的基础上，这次又由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与天津科学技术出版

社牵头，组织全国各地40余名作者，共同编写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一书＠全书

共分五篇约80万字，广集各家之专长，博采中西医之奥旨，堪称试图熔中西医于一炉之新

作。本书不但对于在基层从事医疗工作的同志有所禅益，对于从事风湿类疾病研究人员也会

有所启发。纵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基础与临床并重z 本书第→篇概括地介绍了与风湿类疾病有关的基础知识，第二篇

较详细地叙述了风湿类疾病的临床表现与诊治方站。相互参阅有助于读者较全面地了解风湿

类痪病的研究现状，把握其要点，提高理论认识及临床诊治水平。

2 .中西医有机结合z 在全书的编写中，作者们努力把中西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辨病

中注意辨证，在治疗中强调中西医疗法的密切配合，以期发挥相得益彰之效果。

3 .传统经验与新近成果黛收z 本书用不少篇幅介绍了传统的治厅经验，条理分明F 繁

简适当，便于读者掌握其梗概。在第三篇中F 较详细地介绍了新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西

新药及多种新疗站。收集之广、取材之新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作者们还结合风湿类疾病的实际，讨论了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思路及方法，介绍了几

种动物模型的制作、中药剂型的改革及中草药植化分析等。尽管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内容不



可能深入展开，但对临床工作者，以及从事临床实验
室的人员来说还是有所帮助的．

中西医结合目前正处于不断深入的发展阶段。在各
类疾病的防治中积极开展中西医结

合F 提高疗效，摸清规律，进行疗愈机制的研究及方剂
与药物的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的主要

内容。《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书的出版，
标志着在这个领域里中西医结合又取得

了新的进展。希望作者们以该书为新起点，深入研究，
不断创新，和、以时日，结出更丰硕的

成果，为广大风湿类疾病的患者造福。

及州
1988年10 月于天津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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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占1日

风湿类疾病是多发病、常见病，且多缠绵难愈，其中有些疾病可造成不可边的器质性损

害甚至接废丧失劳动能力。它严重地危害着人民健康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近年来风湿类疾

病已发展成→门新兴学科F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许多学者对本类疾病的概念、病因、病理

等进行深入研究，取得新的进展，然而临床尚缺乏有效治疗手段。我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

为本病创造了丰富多采的防治经验，尤其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在继承祖国医学基础上，采

取中、西医两者之长，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研究，取得很多可喜成果和进展。

为发展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事业，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于1985年由十几个单位发

起，成立了中西医结合防治风湿寒病协作组F 得到从事本专业的同道及有关学科专家的关注

和支持，使之日益发展壮大，迄今已有27个省、市、自治区、中直、解放军的科研、医疗、

药厂等160多个单位参加了协作组，形成了→支专业骨干队伍及全国性科研、生产、医疗横向

联合体。 1986年经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总会批准成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风湿类疾病

学组， 1987年又批准升格为专业委员会。三年来在上述两组织主持下，曾召开了六次全国性

协作和学术会议，举办两期全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类疾病讲习班，交流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由于统→组织，协作攻关，发挥各自优势，在本类疾病的基础、临床、科研方面进展较快并

取得新的成果，这对撰写本书奠定了基础。

根据两次办班可以看出，在基层由于本病普遍多见，亟待普，夜专业知识，推广有效疗
法，就地解除患者病痛，以及帮助提高科研、医疗水平。为此决定撰写一部符合科学性、实

用性、群众性的专著。经过酝酿协商，由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

组织全国从事本类疾病研究的部分专家、教授等40余名作者，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多年临

床经验，写成《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全书共五篇二十六章约80多万字。本书是集

体智慧（经验）的结晶，亦是各家专长的芸萃，它裴本代表了我国当前中两医结合风湿类疾

病研究的进展和水平。

本书的性质z 根据我国的实际和需要，以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普及与提高结

奋为方针，在撰写中始终坚持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群众性的原则，在文字上介于教科书

_lj科普读物之间，以供雅俗共赏。在撰写内容上对发病较多、危害较大的“风湿四病”（风

湿寒性关节痛、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为重点，分章系统论述。

其它风湿类疾病，如常见的结缔组织疾病、软组织疾病、骨关节病，以及风湿类疾病并发的

血管病、风湿寒病等亦都结合作者经验以类为章以病为节进行介绍，尤其后两类病系作者多

年的科研成果和经验，是首次公开发表。

本书另→特点是从普及和提高出发，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如在治疗篇，根据作者

实践，将治疗本类疾病行之有效的各种治疗手段包括中医辨证施治，科研成果一一新型中成

药， “新法针刺”、推拿按摩、专用气功、手术、西药，以及康复疗法中的物理疗法、专用

仪器、激光、磁疗、体疗、心理治疗等均较详细地做了介绍，这些疗站不仅疗效青定，且多

简而易行，只需有→般条件，即可为病人治拧，故能学以致用。另外，对正在研究的新药如



雷公藤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患者的关注。本书专章

论述雷公藤〈临床、基础）研究进展，以供参考。对其它→些在临床已表现出巨大潜力，目前

尚在进－步深入研究中的药物如类风湿灵、钮复康等研究进展亦做了介绍。为了帮助基层提

高科研水平，本书专用两章介绍科研思路方法和科研实验方法，完全是根据作者多年来的科

研工作体会和科研实验经验而著，如中药剂型改革、中药抗炎实验的几种方法，核技术在中

医药中应用，中草药植化分析与制剂，风关痛、类关炎动物造模方站等。上述实验必将有利

于探讨病因，开发新药和研究疗效原理，促进开展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

本书的出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三十年的成果之一，亦是向建国四十周年的献礼。

本书在审编过程中得到天津中医学院及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提供方便。特别是天津

市人大原副主任白桦同志、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副理事长、天津医学院院长吴咸中教授，

在百忙中为本书题词、作序，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老中医路志正教授为本书题写书名，

给予莫大鼓舞和鞭策 F 王耘、应森林、李尚珠、罗晓路等医师协助抄稿和校对F 房建国、王

西年为本书绘图，以及门玉梅、孙披、赵泽民等同志多方协助，付出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感谢。

去d飞级
1988年 9 月于天津市中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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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总论

第一章风湿类疾病历史概论

第一节祖国医学对凤湿类疾病的认识

风湿类疾病的橄念在现代医学中是指与免疫、代诗j、感染、遗传、退行性变有关的骨、

关节、肌肉疼痛为主的疾患，其范围相当广泛。而在我国危害最大的是“风湿四病”，即风
till寒性（肌肉）关节痛、风湿性关节炎、类风限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疾病在祖
国医学中属于与风寒沮邪有关的痹证范畴，包括肢体痹和脏腑廓。这说明对这类危害人民健
康的常见病、多发病，我们祖先早就有认识和治站，长期以来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是祖国医
学伟大宝库中的一部分。笔者查阅了部分资料，并按时间顺序纵观祖国医学对痹证认识，以
供对本病进行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时参考。

《中国医学虫》介绍，远在原始社会（约公元前22世纪时期），原始人在烘火取暖的基
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砂土，贴附在身体某部位用作局部取暖时，发现
由此产生了持久的热量，于是，他们逐渐体会到这样可以消除身体上的某些痛苦。例如困寒
冷引起的腹痛和因寒湿造成的关节痛等，这就是原始的“热员摇”。

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就有《素问·痹论篇》，专门论述了痹证的病因、病
机、分类、证｛庚、治怯等。如“风寒湿三气杂茧，合而为痹。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
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这就是最早对痹证发病原因和分型、分类的记载。
又云“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合于其合也·”这说明风寒湿邪不仅侵犯人体肌

肉、关节，病久不愈，还可以侵犯体内脏腑，出现各种风湿寒病现象。

在痹证的治疗方面也有明确记载，如“帝曰：以针治之奈何？歧伯日 z 五脏有俞，六腑
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主要也．”这是说五脏各有俞穴，六腑各有合
穴，在治疗时，应根据脏脏经脉所行途径找出去病的部位，而使用针刺，病是可以治愈的。

另外对痹证的特点也有描述。如“凡痹之类，逢寒则虫（急），逢热则纵”。说明“痹
证”的患者F 遇寒冷则发筋脉拘急，病情加重；遇热则筋肉弛纵，病情减轻。

汉代，在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手11 《金匪要略》中，就有若干条关于风湿寒病的辨证
和治则。他认为风湿寒病治疗原则亦不外乎法风、胜湿、温经、逐寒。使风湿寒之邪从肌表

而解。他指出： “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

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这说明，治疗风湿证可以汗饵，但应微微忏出，以
使风温同时俱出＠如出汗太多，则风虽去（风为阳邪，易表敬而出），而湿邪仍在（国湿为
阴邪，枯腻重拙，难以驱除）故不愈。又云：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细者，此各湿



痹，湿群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伏，当利Jl：小便。”这说明湿痹之证的脉象及其治疗，

“小便得利，贝lj里湿去，阳气边，湿痹亦i在。”上述对风寒湿府的tt:；台至今对临床仍有指导

意义。

此外，在《金匮要略》巾，对诸关节疼痛）J主称“历有风”，后面：《济生方》又称为

“ t'J 虎历节”， “内 Ji！.历节 G•• ae•其病昼轻在重，痒痛彻骨，痛如虎晴，故命＇ i'J 虎’也。叮

这段描述很象类风i!Ilt性关节炎。

当时，在药物治疗方面也有恨多记载。《午I~农本卒经》在全书 365 味药物中，就有防

风、秦江、：苦已x仁、牛膝、细辛、泽泻等59味药物主治或兼的风i~寒痹证。由此可见，远在

汉代， :rt~们的先人对风坦率痹证，不仅有了“辨证论泊”方泣，还有了很多治疗药物，至今

有许多药物仍在使用，具有较好疗效。

晋代，皇甫询：根据《内经·痹论篇》记载，对“痹证”的发病、 i正f庚、泊在去作了进一步

研究，特别是对针刺治疗技；1正的论述豆为具体。在他著的《针灸甲乙经》里记载： “所谓痹

者，各以其时，感于风寒湿之气也，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共风盛者其人易已……其人版者

死。”这段险述说明i者痹都是由风寒温侵犯人体而发病，如不及时由疗，则易向深、向内发

展，同时说明肢体辞易治，入脏者难治。

又指出： “或者一脉发数十病者，或痛或痛或热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穷时，此皆邪气

之所生也。”这说明风寒湿邪侵入人体，不仅留在肌肉、关节，它还可能诱发很多病症。这

对技们研究风湿寒病很育指导意义。如“凡痹注病不可己者，足如履水，肘如入汤，中肢

腔．淫乐烦心，头痛、时日区、时闷、眩己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怒，短气不乐，不出三年

死。”这些论述，就很象我们研究的多发性风湿寒病的症状＠

在痹证治疗上，皇甫谧是以针剌为主并加费怯，他提出 z “每剌必员，如此病已失·”

具体方怯是，如“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瘦痛，寒气至在日骨痹，深者肃i无伤脉肉为

故，其道大小分骨热病已止。病在筋，筋事节痛，不可以行名日筋痹，刺筋上为故，刺分肉

间不可中骨，病起筋热已止。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各日肌痹，伤于寒湿，剌大分小分，多

发针而深，以热为故…·”病已止。”以上说明，在针剌时。使其发热，来驱除风湿寒邪，而

达到痊愈。还有视其病的部位而来穴治之。如“膝中痛取模鼻以员利针……剌膝无疑’F $ 

＂足下热痛，不能久坐，湿痹不能行，三阴交主之”： “膝寒痹不仁不可屈伸醉关主之”：

“腰以下至足清不仁，不可坐起腰俞主之”等等，至今在临床治疗上仍有指导意义。

l清代，巢元方在他著的《诸病源｛民论》里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对于痹证病园、病机、分

类、证候均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为〉痹，其状肌肉顽厚

疼痛，由人体虚，腾理开放受风邪也，”从这段苦巢民强调了痹证的病因是由于人体虚萄，风寒

湿邪乘虚而入。巢氏在痹证的分类上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根据《素问·痹论篇》的行痹、痛

痹、着痹的发展又提出了风湿痹。如“其风湿气多，而寒气少者为风湿痹也”，这些对现代

仍有指导意义。作者在实践中，将风湿寒性肌肉、关节痛分成风重型、湿重型、寒重型、

风湿型、寒湿型五种类型来指导临床颇有意义。此外，巢氏还提出了心痹、胸痹、骨痹、筋

痹、头风、遗尿、胞宫等证候。这些对研究风湿寒病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巢民对痹证治疗原则，主张用扬、挝、针、石、补养宜导。特别是对养生导引法很是重

用，具体方住很多，如，，惺卧，端展两手足臂，以鼻内气，自吸一匕息，摇足三十止，除胸足

寒，周身醇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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