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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微生物"教学过程中体会微生态与中医理论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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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微生物$是中医本科教育中一门重要的

课程%其核心内容微生态的研究目前方兴未艾& 笔

者在讲授#医学微生物$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运用中

医理论可以指导微生态的研究%而微生态的研究同

样可对中医中药的疗效起阐释作用%可谓相辅相成&

)!中医基础理论对微生态研究的指导作用

)*)!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微生态的研究的指

导意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它

的整体观%认为不但人体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

且人和环境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是一对不可分割

的整体&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六合之中%自然环境之

间%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

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这就是'天人相

应(的思想& 正如#灵枢)邪客$所说*'人与天地相

应也&(现代微生态学主要是研究微生物与其宿主

!人类+动物+植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形成生态系统

的变化和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 微生态学也认为一

切生物都是与环境的对立统一体& 没有脱离环境的

生物%也没有脱离生物的环境%环境既然是与宿主的

统一体%那么宿主的一切表现包括其正常微生物群

的表现%都不可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 因此在微

生态的研究中%可以运用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作

为指导思想%既注意宿主!人体"与外环境的统一%

又要注意人体内环境的统一& 环境不但影响人体的

生理状态%而且也影响正常微生物群的生态状态&

在微生态的研究中%就是要处处注意调节人体与微

生物间内环境的动态平衡以及人体!包括微生物

群"与外环境的平衡%这种平衡即为生态平衡& 如

果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即会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

这就是生态失调&

)*+!中医"扶正祛邪#的理论与微生态调节的相通

之处!中医学将一切能够致病的因子统称为'邪

气(& 既有外来之邪%又有内生之邪& 而把人体的

抗病能力称为'正气(& 疾病的过程%从邪正关系来

说%是正邪斗争的过程& 正邪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

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转归& 因而治疗疾病

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扶正祛邪%使疾病早日向好转

痊愈的方向转归%使机体早日康复&

微生态学认为微生态失调是微生物致病的本

质& 人体在受到某些异常因素的影响!如环境的突

变+某些药物+手术+外伤及情绪变化等"时%可使微

生态平衡受到干扰和破坏%出现微生态失调& 微生

态失调包含着微生物与人体某一部分+微生物与微

生物+微生物与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常化%此时

微生物发生定性的+定量的或定位的改变%微生态系

统的生物屏障作用被削弱%外籍菌或环境菌因而入

侵+定植+繁殖%微生物的一些作用由生理性转变为

病理性%形成微生物致病的机制& 微生态系统由相

似于中医的正气!平衡"向邪气!失平衡"转化%其所

产生的病理作用可表现为*一是菌群失调%即微生态

系统中各种微生物在数量上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原

籍菌的数量和密度下降%外籍菌和环境菌的数量和

密度升高,二是菌群易位%即菌群从固有的生态区或

生态位向别的生态区或生态位的转移%引起微生物

种群之间的斗争%改变了微生态区和微生态位的微

生物作用性质,三是外籍菌入侵%在微生态失调的情

况下%机体的定植抗力下降%使外袭菌能够入侵定植

并引起感染& 因此%有学者把中医学防治理论中

'扶正祛邪(的概念用于微生态学中%提出'矫正生

态失调+保持生态平衡+间接排除病原体(的微生态

调整观念&

+!微生态的研究对中药及针灸疗效的阐释作用

+*)!肠道微生态系统的作用是中药取效的重要环

节之一!中药治疗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最主要的手

段%直到目前%大多数给药途径仍是通过口服*经过

消化道在局部起作用或通过吸收在全身起作用& 由

于通过消化道!尤其是肠道"%就必然与肠道微生态

系统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且肠道微生态系统在其发

挥作用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中药疗效的发挥具有相

当深刻和复杂的机制& 例如不少中药具有双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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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营卫法治疗皮肤病的思考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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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诸多皮肤病多有风寒或湿热郁于肌肤而发病$并有按六经界面分布的情况$而六经皆有营卫$调和营卫法适用于调

六经病$尤其是六经表气病$因此运用调和营卫之代表方桂枝汤加减是防治皮肤病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调和营卫!皮肤病!桂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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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渊源

#内经$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即指一旦心

火和心血失去相对平衡就易发生疮+痒+痛等见证%

心火亢则血热%心火不足则血凝%皆能发生'诸痛痒

疮(& 它实际上揭示了火亢和火郁两个方面的病

机%火郁方面常易被忽略%'诸痛痒疮(并不代表'诸

红痒疮(%从临床观察可见%皮肤病不单属于火盛血

热%火衰血凝也同样会出现%如阴疮+阴斑+虚斑之类

等& 疮包括大小不等的各种疮疡%也包括各类的发

疹%临床以风疹为多& #难经$说'损其心者%调其营

卫(%提示'诸痛痒疮(的治疗大法为调和营卫& 人

身主气血者%心肺之所司%心主血脉%肺主皮毛%血盛

则气从血化%营胜于卫疮痒病多属火+属阳,若气盛

则血从气化%卫胜于营疮痒病多属寒+属阴& 因此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和'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揭

示了临床上皮肤病最基本的病理机制和治疗方法&

+!调和营卫之法

仲景所阐述的太阳是指膀胱+肺+胃+心肾及其

相应经脉相互配合所产生之气%称为'太阳之气(%

若从部位而言可称'表气(%若从功能而言%又可称

之'卫气(& 由是%就太阳病篇而言%太阳之气+表

气+卫气三者名异实同%而诸多皮肤病皆是表气为病

的具体表现%为何云太阳之气是上述脏腑+经脉功能

综合体现%从卫气的生成便可理解&

卫气禀于先天%由肾中之阳气所化生%故有'卫

出于下焦(之说& 膀胱为太阳之腑%膀胱有贮存与

调节津液%并经肾阳蒸化温煦%复化气上升于肺%靠

肺气宣发而敷布于体表%故有'卫开发于上焦(& 诚

然%膀胱贮存的津液%又必赖脾胃化生与充养%故有

'卫滋养于中焦(& 此外%卫气亦须心阳温通& 故仲

景对太阳膀胱气化阐述已把它与肺+胃+心肾等脏

腑%经络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内经$的脏腑学说%

也可以说发展了#内经$营卫学说及卫为百病之母

并指导临床实践%诸多皮肤病是内脏失调反映于体

表的具体体现%而调理卫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调理

诸多脏器%使上中下三焦诸气得复&

卫为百病之母意指卫气失常为一切疾病发生发

展的根本原因%仲景据#内经$这一理论框架基础结

合临床把它创立为中医学病因病机学说& 故柯氏云

'人尽言太阳主营卫%而不究营卫之所自& 只知太

阳主表%而不知太阳实根于里& 知膀胱为太阳之里%

而不知心肺是太阳之里--营卫行于表%而发源于

心肺%故太阳病则营卫病%营卫病则心肺病矣&(这

与'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和'损其心者%调其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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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这种双向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药物和

微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有关& 又如很多中药中含有

大量的甙类物质%而人体的酶不能分解它们%因此这

些甙类物质不能为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当人服用含

有甙类物质的中药进入肠道后%肠道微生物依靠自

己的分解酶来分解甙类物质%使其活性物质分解出

来%才能发挥其药效&

+*+!如何应用微生态学阐述针灸的抑菌作用!长

期以来利用针灸疗法治疗感染性疾病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例如针灸治疗细菌性痢疾可使痢疾杆菌阳性

粪便转阴& 现已证明针灸的这种治疗效应与其对微

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有着一定的关系& 针灸对人体

的生理+生化+内分泌+等有多种调节作用%可以正向

地影响微生物的生存环境%改善定植条件%保护和促

进原籍菌的定植和繁殖%增强定植抗力%抑制和排斥

外籍菌和环境菌的侵入和定植%克服微生态失调%从

而表现为抗菌%抗感染的临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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