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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人会问，“我腰酸腰
痛，是肾虚吗？”“我性功能不好，是不是
肾虚？”“经常掉头发是不是肾虚？”“我以
前得过肾病，现在会不会肾虚？”可见，中
医肾虚的说法在老百姓心目中很是深入人
心。那么，中医到底是怎么理解肾虚的呢？

首先，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具有藏
精、主发育与生殖、主水液代谢、主纳气、主
骨、生髓、充脑、开窍于耳、司二便、其华在发
等功能。中医学所谓的肾，并不是西医解剖
意义上的肾脏器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
念。中医的肾的概念意义更广泛。

精神旺盛、耳聪目明、头发润泽、牙齿坚

固、腰脊强壮、行走矫健、性机能正常、男女
能够繁衍后代、尺脉柔和有力，就是中医肾
功能正常的整体反应。如果精神疲乏、头晕
健忘、耳鸣耳聋、发脱枯槁、齿摇稀疏、腰背
酸痛、性机能失常、不育不孕、小儿囟门迟闭
和骨软无力、老年人骨质疏松、尺脉弱等症
状，就是肾虚的表现。中医所讲的肾虚含义
也很广泛。一个人，如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
失养，以及六淫、七情、饮食、劳倦失调等，都
可以导致肾精亏虚。如肾藏精不足，则会出
现肾虚现象。肾主水液代谢的失常，可出现
面浮肢肿、夜尿清长、排尿无力等现象；肾主
纳气功能减退，可能出现动则气喘、呼吸困
难等症状；肾主骨生髓功能减退，则可出现
腰酸骨软，行动迟缓，骨质疏松，牙齿动摇、
脱落；脑为髓海，肾生髓充脑功能下降，可出
现头晕、健忘、反应迟钝等病症；肾精不能上
充于两耳，耳失所养，则可出现耳鸣、耳聋等

症状。临床上可以见到的这些纷繁复杂的
症状，都属于中医学肾虚的范畴。可以看
出，肾虚与人体的生长、发育、智力、衰老、生
育都有密切关系。

一些人遇到腰酸腰痛、性功能不好等症
状就说自己肾虚，这也是一种误区。个别症
状确实是肾虚的某些症状和重要的信号，但
不能简单和肾虚画等号。比如说现代医学
的风湿、劳累过度、扭伤、骨质增生、尿道炎、
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肾结石等都会造成
腰疼。从中医的角度分析，有可能是肾虚，
也可能是淤血、湿热、风寒等因素导致的，应
根据中医四诊进行辨证施治。如果都一味
补肾，则可能会造成“闭门留寇”，甚至因误
补而延误病情。

有了以上概念，还需要理解的是肾
病。西医肾脏疾病既可能属于中医肾虚
证，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中医的肾虚证，要

结合个人的体质进行分析辨证。常见的肾
脏病如慢性肾炎、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
病、肾病综合征、狼疮性肾炎、肾结石
等，发病率较高，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
但在疾病的某个阶段中医辨证可能为气虚
证、阴虚证、湿热证、淤血证、湿浊证等。

中医说的肾虚并不是西医诊断的肾
病，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由于肾虚，
往往预示着人的免疫功能较差，这时候也
容易发生西医诊断的肾脏疾病。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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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生命科学研讨会举行

本报电（宇阳） 再生生命科学全球合作与发展
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

我国著名生命科学家徐荣祥教授在上世纪 80年
代初创立的烧伤再生治疗技术——烧伤湿润暴露疗
法，解决了阻碍烧伤治疗的发展难题。此次研讨会
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徐荣祥再生生命公益基金”
与“美国徐荣祥基金会”宣告成立。中美两个基金
将为徐荣祥再生生命科学研究提供资金保障，让徐
荣祥再生生命科学研究能够继续保持研究、分享和
发展推动，最终推动源于中国的人体再生生命科学
及烧伤再生医学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发展。

大健康产业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电（王丽） 由人民日报社 《民生周刊》 杂
志社与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举办的

“2016大健康产业发展论坛”近日在京举行。
论坛围绕“十三五规划与中国医疗服务市场”

“新医改与民营医院的机遇”等议题，从医改政策、
社会需求、科技发展、资本关注、品牌建设等不同
角度，分析了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及外延影响，
论道保险、养老、新医学、移动医疗等产业领域，
致力推动大健康产业各领域间相互融合、跨越发
展，共同探讨了该领域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方法。

慢病管理远程托管平台发布

本报电（张璐）“U 糖·简爱”暨慢病管理远程
托管平台近日发布。该平台主要针对慢性病患者，
为之提供最专业全面的院外健康，病情的实时分
析、干预、再分析再干预，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健康
咨询、慢病个案管理等服务，针对每一位患者，建
立最科学的健康管理档案。

春 季 通肝气

春天在五行中属木，而人体的肝也属木，故有“春气
通肝”之说。此季节，膏方应以疏肝理气为主。对于肝气
郁结所致的情绪波动大、易怒之人，要疏肝气，可在膏方
中加入玫瑰花；对于肝血不足所致的面色萎黄之人，可适
当用些当归、川芎；对于肝阳上亢所致的头昏目眩、失眠
多梦之人，宜用点菊花来清肝；对于肝血虚的人，则可以
用一些补肝的中药，如枸杞、何首乌等。此外，日常饮食
中，要适当多吃些洋葱、芹菜、海带、香菇等补肝食物。

夏 季 清心火

夏季气候炎热，故“火”为夏季主气。此时人体新
陈代谢最为旺盛，人体阳气外发、伏阴在内，因此易扰
乱心神，常有体倦乏力、口燥咽干、心烦失眠、情绪急
躁等不适。因此，夏季膏方应以清热养心、益气养阴为
主，多选用山药、连翘、黄芪、党参、柏子仁等中药。
同时，中医认为，心主血脉，除了养心还要养血，可在
膏方中加入生脉散 （由人参、麦门冬、五味子构成），
心血足才能抵抗夏天对于心气的耗损。此外，中医提倡

夏天吃点“苦”，日常饮食中不妨多吃一些苦瓜、黄瓜、冬
瓜、绿豆、玉米须等有点苦味的甘凉食物，以清火生津。

秋 季 润肺燥

秋季阳气敛收，阴气渐长，天气由热转凉且气候干
燥。秋季燥邪最易损伤人体肺脏。肺作为人体重要的呼
吸器官，主呼吸，与大肠相表里。当空气中的湿度下降，
燥邪伤肺就会出现口干舌燥、咳嗽痰黏、大便干结、皮肤
皲裂等症状。秋季膏方应以清肺润燥、滋阴生津为主，多
在膏方中加入沙参、麦冬、百合、川贝、杏仁等中药。对于
经常咳嗽、嗓子痒的人，膏方中可加些陈皮、丝瓜络。同
时，饮食要“减辛增酸”，少吃葱、姜等辛味之品，适当多食
酸味果蔬，如苹果、石榴、葡萄等，还可适当食用芝麻、糯
米、蜂蜜、莲藕、乳制品等益胃生津的食物。

冬 季 填肾精

寒为冬季主气，寒主收引，易伤阳气。中医认为，
肾对应于冬季。肾精充沛者精力旺盛、脚步轻快、食欲
好、睡眠佳；而当经常出现健忘失眠、食欲不振、腰膝
酸软、乏力易疲、肤色晦暗无光泽时，则要警惕或是肾
虚的信号，应适时进补。临床上，不同体质者的肾虚，
进补的药物也不同。气虚体质者神疲倦怠、动则气喘，
可选以人参、黄芪、白术等为主的膏方；血虚体质者面
色苍白、头晕健忘，可选以阿胶、当归、白芍等为主的
膏方；阴虚体质者形体消瘦、口干咽燥，可选以生地、
麦冬、沙参、龟板、枸杞等为主的膏方；阳虚体质者畏
寒肢冷、尿频遗尿，可选以鹿角胶、杜仲、核桃仁等为
主的膏方。日常饮食中，冬天容易手脚冰凉的阳虚体质
者不妨多吃些温补肾阳的食物进行调理，比如羊肉、狗
肉、大虾、鹿茸等，以提高人体的耐寒能力。

（作者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

膏方养生又治病
珏 晓

“冬令进补，春天打虎”是一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俗语。它是要提醒人们
冬天要注意进补调养身体，而膏方则是冬季最受青睐的进补方法之一。近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张晋在新闻媒体中医药素养培
训班上，带来了“用好膏方服务大众”的知识讲座，从中医养生和冬季膏方
进补方面阐释了冬季进补的重要性，并结合临床案例和中医理论，系统讲解
了膏方养生的典故、历史由来、制作方法和膏方调理需要注意的事项。

膏方，是中医的精华，它既博采民间传统医药方之
长，又融入了历代名医经验的结晶。从现代医学角度来
讲，它具有调节免疫、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秋冬
季节用膏方进补，不仅体现了中医的顺时养生观，更是
调已病、治未病的有效方法。

膏方始于汉唐，盛于明清。《黄帝内经》 中就有古
代达官贵族用膏方养生的记载，清代慈禧太后更是每年
服用一些膏方，以抵御疾病、延年益寿。可见，膏方自
古就有“补益”的长处，但同时也体现了中医“治未
病”的健康理念。

随着现在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更多地把膏方当成
了滋补品，其实，这只是膏方为人熟知的一个方面。除

了养生保健，膏方更是治疗多种慢性疾患的最佳剂型，
正所谓“亦补亦治、治养结合”。张晋介绍，临床上，
膏方主要用于以下四大类人群：一是使用膏方增强体
质、延年益寿的人群；二是平时体质虚弱之人和亚健康
人群，尤以 40 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虽无明确的疾病
诊断，但时常感冒、体倦、头晕；三是需要长期服药治
疗的慢性病患者；四是大病初愈、术后、创伤后康复期
的人群。从这四类人群来看，前两类属于“未雨绸缪”
的防病，后两类则是“对症下药”的治病。

关于膏方的治疗价值，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董瑞特别提出了运用膏方治疗雾霾
所致肺系病的优势。“我出门诊时，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几

十个出现鼻咽干燥、咽痛干咳、胸闷气短等呼吸道症状的
患者。经过总结发现，这些症状都与雾霾有关，并首次提
出了‘雾霾呼吸道综合征’这一概念。”董瑞介绍，“中医认
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脏腑经络之间相互关联。
雾霾侵袭人体，从口鼻而入，继而影响全身，而中医肺系
的调理注重‘治肺不独肺’，因此膏方调理由肺系入手，重
在全身各脏腑机能的调整，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针对雾霾损伤的膏方首先以肺、脾、肾三脏的调理
为主，使用具有补脾、益肾、宣肺功效的中药，使三脏
机能旺盛，有力抵御雾霾等外邪。方中还可针对性地加
入某些药物，如橘梗、苦杏仁、前胡等，有助减轻雾霾
对呼吸系统的伤害。

四季皆宜的膏方养生
张 晋

膏，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方，就是中医
的处方。膏方是根据人的不同体质、不同临床表
现而拟定的个体化处方，将药物煎煮取汁、掺入
辅料浓缩制成稠厚状半流质或冻状剂型，具有营
养滋补和防治疾病的作用。

很多人认为冬季是服用膏方的最佳时节。其
实，吃膏方并不仅仅拘泥于冬天。遵循“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依照人体在不
同季节的变化特点，一年四季皆可服用膏方。中
医专家为您详解膏方养生。

中医界素有“宁看十人病，不开
一膏方”的说法。意指膏方只有对症
下药、量身定制，有效成分才能充分
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还要服用得
当，才能事半功倍。因此要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

服用时间有讲究。一般膏方需空
腹服用。如果脾胃功能较弱，可在饭
后15～30分钟服用，以固护脾胃。养
心安神的膏方在睡前服效果最好。

温水化膏口服。膏方在形态上有
软膏和硬膏两种。软膏需用温水化开
后服用，切不可使用热水，因为大部
分膏方中都含有蜂蜜，过热会损伤其

营养。如果是从市面上买回的硬膏，
如固元膏、桂圆膏等，在食用时要充
分咀嚼，否则会增加胃的负担。

服膏方时要忌口。膏方里多为滋
补类中药，服用期间忌肥甘厚味和辛
辣刺激以及海鲜一类所谓“发”的食
物，烹调时少放姜、蒜、葱之类的调
味品。服用含有人参的补气膏方时应
忌食萝卜；服用含有首乌的膏方时忌
服猪、羊血及铁剂；服滋补类膏方时
尽量减少喝茶，茶叶中的茶多酚有解
药的作用，影响膏方功效。

三类人要慎服。膏方多滋腻，易
影响消化功能，因此，肠胃功能弱的

人不容易吸收和耐受，尤其不可擅自
服用，而应在医生指导下调理好本身
疾病后再服膏方。服用含有活血化瘀
成分膏方的女性经期最好停用膏方，
月经结束后可恢复服用。此外，患咽
痛、感冒、发烧等急性病期间要暂停
服用。

阴凉储存。膏方均需低温保存，
宜储存在陶瓷、玻璃制品中。现在各
大医院膏方多采用真空包装，一次一
小包，方便携带服用，但须存放在通
风低温处。如果是大罐包装膏方，服
用时须使用干净的汤勺取用，防止发
霉变质。 （单祺雯 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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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如何解读肾虚概念的？
王红蕊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慢性病医疗支出比例
占医疗总支出的 70%，因此说，防控慢性病刻不容
缓。

在慢性病的防治过程中，膳食营养的改善至关
重要，营养治疗和宣传对强化居民均衡营养观念、
改善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有着重要
意义。近日，京津冀启动了“营养治疗进社区”项
目，旨在改善居民营养健康观念，普及营养健康知
识，倡导营养健康理念，指导居民提高健康水平和
生活质量，同时提升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
临床营养治疗水平，全面推动临床营养学科的发展。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医学会会长金大鹏强
调，目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骨瘦如柴”型“营养
不良”已不多见，随之而来的是如今的“膀大腰
圆”型“营养不良”，特别是在高收入、高学历、高
层次的“三高”人群中，营养不良的比例更大，最终导
致的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人群迅速蔓
延，成为今天的非传染性流行病，这种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致死和致残的首要原因，
目前我国各类慢病患者已达到了3亿以上，并呈快速
上升和年轻化趋势，且治疗的达标率低，病情控制
效果不理想，医疗花费大，加重了民众的经济和精
神负担。

临床营养学是研究人体处于疾病状态下的营养
需求与提供的办法。在正常生理需要的基础上，根
据疾病的诊断、病情及其他情况，合理地调整和制
订临床营养治疗方案，并通过各种途径对病人进行
营养治疗，以改善代谢、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抗
力，达到促使疾病好转或痊愈的目的。

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任马方教授表示，营养
治疗是慢病防治的重要手段，合理的营养治疗可以
有效改善慢病的发展，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减轻病
人痛苦及医疗费用的支出。他说，临床营养学就是
研究如何合理利用食物和营养素，促进人体生长发
育、增进健康、提高机能、防治疾病和延缓衰老的
综合性学科，而临床营养治疗在临床医学、预防医
学、康复医学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科学的饮
食习惯是导致众多疾病的重要因素，热量过剩和营
养失衡可引发众多慢性病，如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
疾病、恶性肿瘤等，科学饮食、均衡营养对其具有很好
的治疗作用。而疾病治疗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
养”，营养是康复环节的首要因素，只有提供合理的能
量和营养素的供应，机体损伤的组织和器官才能修
复，各个组织的功能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