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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痹病的文献资料"结合临床实践及现代医学发展"对痹病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科学界定"以促

进痹病的学科发展# 论述痹病的狭义与广义$病因病机的认识与发展$治疗的三原则及预防调摄%对痹病病

名进行规范化研究"提出以五体痹$五脏痹理论指导风湿性疾病关节外损害的诊疗"通过特殊痹探索当代痹

病理论研究和临床分类的新思路#

关键词"痹病% 内涵% 外延% 风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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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病是临床常见病证!涵盖疾病甚广!历代医家认

识不一+ 目前痹病的内涵和外延尚缺乏科学,公认的

界定!不利于中医痹病学科的发展+ 通过研究痹病的

中医学文献!结合现代医学发展及临床实践!认为痹病

可界定为#由于禀赋不足!正气虚弱!风,寒,湿,热等邪

气闭阻经络!出现以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疼痛,重

着,麻木,肿胀!关节僵硬,甚至变形!或累及脏腑为特

征的一类病证的总称+

#

"内涵的界定

#

!

#

"痹病之狭义与广义"狭义之痹病即外痹!

是指以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发生疼痛,重着,酸楚,

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变形等症状的一类

疾病%

#

&

+

广义之痹病包含外痹与内痹+ 内痹常由外痹传变

而来!是指病位在脏腑的一类痹病+ 早在-内经.中便有

)五脏痹*的论述!其临床表现复杂!与现代医学中的结

缔组织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

征,血管炎等出现多脏器,多系统损害时的临床表现非

常相似%

!

&

+ 五脏痹理论对该类疾病的诊疗具有指导意

义!如-素问"痹论.曰#)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

肺*!)肺痹者!烦满喘而呕*+ 皮痹相当于硬皮病!临床

表现为皮肤浮肿!继而变硬,萎缩+ 肺痹临床表现为喘

息 ,咳嗽,胸闷心烦等症状!相当于结缔组织病呼吸系

统损害所继发的肺间质纤维化等+ 临床中硬皮病患者

中!

!C%

以上有肺部受累!表现为肺间质纤维化,肺动脉

高压等!是硬皮病的最主要死亡原因%

%

!

9

&

+ 因此!皮痹

的治疗当以活血通络,补脾益肺为原则!防止向肺痹传

变+ 临床中!内痹与外痹常难以截然分开!所谓轻者病

在四肢关节肌肉!重者可内舍于脏+ 鉴于痹病与中医学

风湿病内涵的一致性%

7

&

!以广义痹病为研究对象!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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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西医的交流!符合痹病的学科发展需要+

#

!

!

"痹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与发展"-素问"痹

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奠定了痹病

的理论基础+ 然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外感风,

寒,湿,热等邪气仅为痹病发生的外在条件+ 先天禀赋

不足,正气虚弱!导致筋骨失养,卫外不固!是痹病发生

的内在基础+ 现代医学研究亦显示!风湿性疾病如类

风湿关节炎的发生是在遗传易感性的基础上$如人类

白细胞分化抗原
BDK#

%

:

&

'!加上环境因素的影响$如

感染细菌%

;

&

,病毒%

$

&

,支原体%

8

&等'!由免疫系统失调

所介导!即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痰瘀是痹病的重要病机#痹病病理关键是 )不

通*!其致病因素皆可致痰瘀(无论内因外因!痰瘀阻

塞气血!肌肉关节受累!经络痹阻失养是为病机所

在%

#"

!

##

&

(痰瘀既是病理结果! 又作为关键的病理因

素!引起痹病的临床症状!如肿胀,疼痛+

#

!

%

"痹病治疗的三原则"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内外痹兼顾!防止药物不良反应是痹病治疗的
%

个原

则+ 现代痹病的诊疗!如不知辨证论治!而被现代病名

束缚手脚!中医药再好!也难奏效+ 但另一方面!如只

强调辨证施治!不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不能有进一步的

鉴别诊断!单纯药物治疗!痹病的诊断疗效也不可能理

想+ 特别是合并内脏损害时!如类风湿关节炎合并葡

萄膜炎!是否使用激素,生物制剂治疗!近,远期疗效有

很大差别%

#!

!

#%

&

+ 在辨证组方基础上!亦应参考中医药

现代研究成果!选加对痹病及并发症有特殊作用的药

物(此外!痹病的治疗应建立在痹病内外痹认识基础

上!内痹往往病情较重!治疗棘手!治疗不及时预后较

差!常需中西医结合治疗(祛风湿药如附子,雷公藤等!

虽为良药!亦有大毒!临床应注意其不良反应!正如孙

思邈-论痹.#)凡治痹症!不明其理!认毒烈诸药套药

施之!虽舒缓一时!终伤其肺!累及性命!此医之罪

也*+ 同样!类固醇激素,细胞毒药物亦有明显不良反

应!此时配合中药治疗可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

#

!

9

"预防调摄"痹病缠绵难愈!易迁延反复!重

者可致关节变形或强直!甚则内传五脏!预后不良+ 正

如)湿性黏滞!胶着难解*!痹病应长期治疗!定期随访

评估+ 痹病患者除外药物治疗!生活起居亦非常重要!

应顺应四时调养!如平素应注意防风,防寒,防潮!避居

暑湿之地等+

!

"外延的界定

学科的内涵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外延指对象的

范围%

#9

&

+ 痹病的外延即其病种范围+ -中国痹病大

全.

%

#7

&记载的有关痹病的名称超过
9""

种!其分类也

显得繁杂混乱!其中有较多病名不规范!主题范畴不

清!严重影响学术交流及学科发展+ 中医学特点的凸

显是学术特色和临床优势!而不是病名的古癖+ 中医

学发展要遵循病名的规范,简明原则+ 因此对于病名

偏涩又无太大实际意义!概念含糊不清,现代医学无法

界定为某一类疾病的病名!如)八风十二痹*,)痼痹*,

)肾胀*,)痹厥*,)枯涩痹*等!建议放弃不用+ 有些病

虽然名之为)痹*!如胸痹,喉痹等!实为另外的病种!

不属于痹病范畴+ 一个好的病名既能反映该病的本质

属性!便于临床应用与交流!又能与其他病名在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方面相互区别!避免病名之间概念不清或

混淆+ 笔者通过研究痹病文献!结合临床需要!挑选出

了
#8

个科学,规范,实用的病名!分类如下!见表
#

+

表
#

%痹病的命名及分类

分类依据 病名

按病因分类 行痹,痛痹,着痹,热痹

按部位分类
五体痹$皮痹,肌痹,脉痹,筋痹,骨痹'

五脏痹$肺痹,脾痹,心痹,肝痹,肾痹'

特殊痹 痹,大偻,痛风,燥痹,产后痹

!

!

#

"五体痹与五脏痹指导风湿性疾病关节外损

害的诊疗"五体痹是皮痹,肌痹,脉痹,筋痹,骨痹的总

称!是指病位主要在皮,肌$肉',脉,筋,骨等五体组织

的一类痹证+ 五体痹的临床表现与某些结缔组织疾病

极为相似!如肌痹以一处或多处肌肉疼痛!麻木不仁!

甚至肌肉萎缩!痿软无力!手足不遂为主要临床表现!

常见于多发性肌炎,皮肌炎等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

的皮疹,关节肌肉疼痛,雷诺症,抽搐,股骨头坏死等都

与相应的五种痹证相似%

#:

&

+

五脏痹是肺痹,脾痹,心痹,肝痹,肾痹的总称!是

指病位主要在肺,脾,心,肝,肾五脏的一类痹证+ -素

问"痹论.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

合也+ 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肾(筋痹不已!复

感于邪!内会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心(肌

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

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

五脏痹是由于五体痹日久不愈! 外邪循经内传! 加之

各脏在其相应的季节感受风寒湿邪! 正邪搏结于经络

脏腑之间! 导致气血循行阻滞! 五脏功能失调而

成%

#;

&

+ 可见!-黄帝内经.所论述的痹病是一个全身

性疾病!病情发展到五脏痹阶段!对应于现代医学风湿

性疾病所导致的多系统损害$即内痹'!可以应用五脏

痹的理论指导其治疗+

!

!

!

"特殊痹#当代痹病分类新思路"特殊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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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尽管大多古代已提出!但经过当代医家的进一步

规范界定!与现代医学病名有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

#8$#

年焦树德教授发表论文-痹刍议.!建议把具

有骨质受损,关节变形的痹病用痹作为病名%

#$

&

+ 从

临床来看!痹不但包括类风湿关节炎! 也可以包括

其他一些有关节疼痛,肿大变形的疾病!如强直性脊柱

炎+ 鉴于中医学中把强直性脊柱炎仅仅归在)痹*

不够全面!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研究!且在
#889

年
:

月

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

疗效标准.中收入了)痹*这一病名并规定是指类风

湿关节炎!焦老于
!"""

年发表-)大偻*刍议.!并建

议中医学把强直性脊柱炎与类风湿关节炎分开论述!

把类风湿关节炎归到)痹*中研究!将强直性脊柱炎

归到)大偻*中去探讨%

#8

&

+ 痹和大偻病名的确立!

有力促进了中医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

的科研及临床工作水平()痛风*一名!中医范畴内是

典型的一名多义%

!"

&

! 广义的痛风即相当于痹病!狭义

的痛风特指饮酒湿痰痛风+ 将本名列入特殊痹内!是

希望将)痛风*一名特指西医的痛风性关节炎()燥痹*

之名首见于-路志正医林集腋.!由路老于
#8$8

年提

出并命名!指以肢体疼痛!伴肌肤枯涩,脏腑损害为主

要临床表现的病证%

!#

&

+ 临床上!

%$_

的干燥综合征患

者合并有关节炎!表现为关节痛伴晨僵或滑膜炎%

!!

&

(

而
#8

!

7_

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存在继发性干燥综合

征%

!%

&

+ 因此!燥痹归为特殊痹!拟将燥痹与此类疾病

相对应+

特殊痹因其病名规范!界定清晰!中医临床诊疗中

应用广泛+ 特殊痹的提出反映了当代医家对中西医结

合风湿病学诊疗的探索!有利于丰富中医学理论!促进

中医临床诊疗的规范化,中医学优势病种建设!为当代

痹病理论研究和临床分类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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