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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艾滋病是一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中医学的观点则是正气严重不足
。

正气依靠精神的支撑
,

而

精神来源于饮食气味及其精微物质
,

精微物质的转化主要靠脏腑功能的正常运化
。

脏腑功能活动是生命运

动的根本
。

五脏各有所主
,

各司其职
,

并且相互和合与平衡
,

只有当五脏功能旺盛
,

并且相互和合时
,

人体的生

命力才会强大
,

机体
“

正气
”

充足
,

才会有免疫力
。

在五脏之中
,

肝
、

脾
、

肾三脏功能要保持平衡
,

其他各脏功能

才会自然趋向平衡与协调
,

人体才会健康长寿
,

这就是
“

三维守恒
”

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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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认为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细胞免疫缺

陷所引发的
“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 “

免疫缺

陷
”

与中医学的
“

正气不足
”

又有许多相似之处
。

免疫是人体生命活动的表现之一
,

相当于中医

学中
“

正气
”

的范畴
。

中医认为
,

精
、

气
、

神是衡量人

体健康状况的三个要素
。

就人体而言
,

只要精神饱

满
,

正气就必然充足
,

生命力就强
,

人体的生存
、

健康

和生活质量就有保障
,

机体的免疫也就更易被激发

出来
。

精神来源于物质
,

也是中医的理论基础之一
。

物质是精神的基础
,

精神是物质运化所表现出的状

态
,

也是其动力源泉
。

人体在生命过程中
,

不但需要

各种精微物质 (精气
、

血
、

津液等 )
,

而且需要各种精

微物质在运化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

人体存了

生命运动中所需要的各种精微物质及其在运化过程

中所化生的能量
,

就能化生出精神
,

就能维持正常的

生命运动
。

因此
,

中医学认为
,

人体的免疫力来源于

精神
,

并受精神支配
。

1 免疫与正气

人类要生存
,

需要三大基本物质条件
:
空气

、

水

和饮食物 (亦称水谷 )
。

从人体生理功能上看
,

肺司

呼吸
,

胃纳水谷
,

机体纳人的水谷与空气通过脏腑功

能的相互运动与化生
,

运化成人体生命所需要的精

微物质— 气
,

并归人五脏六腑
,

循行于经络
,

运化

在血液
,

供生命运动的需要
。

人体有了自身之气才

会有生命
,

有了精微物质及其在运化过程中所释放

出的能量
,

生命才有动力
,

人体才有精神
,

这个过程

也称之为
“

气之为用
” 。

气有多种
,

就其属性而言
,

气分阴阳
,

阴气主内守
,

阳气主卫外 ;就其功能而言
,

分为营气
、

卫气
、

宗气
、

血气等
。

不论气的属性和功

能如何
,

只要是对人体有积极作用的皆可称为
“

正

气
” ,

相当于人体的免疫功能
,

即所谓
“

正气存内
,

邪

不可干 ;精神内守
,

病安从来
”

(《黄帝内经》 )
。

如果

人体脏腑功能不足或低下
,

正不压邪
,

免疫力就差
,

疾病就可能干扰机体
。

《内经》云
, “

邪之所奉
,

其气

必虚
。 ”

人体脏腑各有其功能及所主
。

肺主一身之气
,

主宣发肃降
,

司呼吸
,

是人体直接与天体大自然相融

合的门户和机关 ;脾主运化
,

胃纳水谷
,

人体所需的

各种气血营养和精微物质来源于胃所接纳的饮食

物
,

并通过脾的运化功能转化而成
,

脾胃是人体间接

获取天地之气的主要脏器 ;肝主疏泄和藏血
,

依赖于

气机的运动和转化 ;肾主藏精和闭藏
,

依赖气的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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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心主血脉和神明
,

依赖气机的运行和守舍
。

所

谓的
“

天人合一
”

是天与人之间有一气相通
,

相互和

合共处
。

人体不仅要时时刻刻吸取天地之气
,

而且

要以天地之气的升降之力带动人体的阴阳浮沉以及

脏腑的宣发肃降
、

疏泄
、

闭藏
、

运化等功能
,

以大天助

小天
,

促使人体的脏腑功能和合运化
,

发挥出各 自的

活力和作用
。

人体的生命运动
,

其根本就是人体的脏腑功能

相互运动
,

它们不但是人体的生命之根
,

生存之本
,

也是人身健康之源
。

这就是中医的生理观
。

人体的

生命
、

生存
、

养生
、

保健
、

防病和延年等问题
,

都寄希

望于人体脏腑功能的相互运动与化生
,

依赖于脏腑

功能的协调与平衡
,

这就是人体的生命运动及根本
。

脏腑之间的相互运化不仅决定人体的生存与健康
,

并且直接影响着人体生命力的强弱以及疾病的发生

与转归
,

也是一切疾病发生
、

发展
、

演变与转归的根

据
。

所以
,

必须明确一点
,

百病始于脏腑功能相互运

动的失和及不足
,

而愈于人体脏腑功能相互运动的

和合与强盛
。

2 五脏阴阳理论与艾滋病的辨证

2
.

1 五脏阴阳辨证理论

五脏阴阳辨证是笔者总结近 40 年临床经验
,

并

结合家传中医 200 多年的经验积累
,

在《内经》理论

的指导下而得出的辨证方法
。

五脏阴阳辨证就是把自然界阴阳之间的相互对

立统一和五行属性及其生克制化关系
,

与人体内五

脏功能的活动和表现通过相互对应关系而建立起来

的一种辨证方法
。

首先
,

明确了辨证的实体— 五

脏
。

五脏包括六腑
、

经络
、

气血
、

津液等
。

五脏各有

所主
,

各司其职
,

人体的四肢
、

九窍
、

百骸皆归属五脏

所统
,

五脏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

构成人体的有机整

体
,

这是五脏阴阳辨证的基本出发点
。

人体生命运

动的本体在于五脏功能的相互运动
,

而生命运动的

根本就是五脏功能的发挥和体现
。

其次
,

统一了中

医辨证观点和方法
,

可使七学归宗
,

七派统一
。

以五脏为辨证实体
,

包含脏腑辨证中的心与小

肠病辨证
、

肺与大肠病辨证
、

脾与胃病辨证
、

肝与胆

病辨证
、

肾与膀胧病辨证
,

以及脏腑兼病辨证
,

同时

由于五脏分别位于三焦
,

五脏统摄气血津液和卫气

营血
,

五脏功能统管六腑
,

五脏六腑联络经络
,

所以
,

以五脏为辨证实体包含有以上各家学说的辨证方法

和辨证理论
。

以阴阳为辨证总纲
,

可以把阴
、

阳
、

表
、

里
、

寒
、

热
、

虚
、

实八纲辨证
,

以阴阳统领之
。

以五脏阴阳作为辨证方法
,

是一种集各家之所

长
,

化繁杂为简单的创新思路
,

是易于学习
、

掌握和

运用的较好的辨证工具
。

是对中医辨证理论的总结

和概括
,

也是《内经》理论思想
“

治病必求于本
,

本于

五脏阴阳
”

的具体体现
。

以五脏和阻阳配合
,

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生理观
、

病理观和中医思想的天人合一观
。

五脏阴阳辨证可

以统八纲辨证
、

气血津液阴阳辨证
、

脏腑辨证
、

六经

辨证
、

卫气营血辨证
、

三焦辨证为一体
,

是中医辨证

理论的核心和纲领
,

可以把中医辨证理论化繁为简
,

便于学习和掌握
,

易于抓住辨证要点
,

明确辨证实

体
,

缕清辨证思路
,

了解辨证方法
,

把握辨证精髓
,

发

挥中医辨证的特色和优势
。

2
.

2 五脏阴阳辨证与艾滋病

五脏阴阳辨证 的特点在于首先明确了辨证实

体— 五脏
。

艾滋病的辨证实体也离不开五脏
。

艾

滋病虽然临床症状复杂
、

繁多
,

病性危重且多发多

变
,

都与五脏功能活动直接关联
。

一切疾病的发生
、

发展
、

演变和转归都有其一定

的条件和环境
,

这个条件和环境就是人体五脏功能

的强弱与和合或失序
。

人体在疾病发生时
,

首先五

脏功能的不足或失调是其根本
,

也是内因
,

而感染病

毒是其条件
,

也是外因
,

任何外因都必须在内因的作

用下才能起作用
,

艾滋病的发生正是如此
。

首先
,

五脏通过各自功能的发挥及其之间的配

合
,

使人体能够达到一定协调平衡状态
,

达到无人合

一
,

阴阳平衡
,

正气内存的生理状态
。

这时
,

机体能

够形成一种 自我保护和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和屏

障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使外界病毒或细菌偶犯人体
,

也能够通过肝脏的疏泄功能
、

肺脏的宣发肃降功能
、

脾脏的运化功能以及心脏的神明和肾脏的藏精功能

的协同作用
,

即可抵御病毒
、

细菌 (邪不可干 )
,

也就

是有很强的免疫力不至于致生疾病而成后患
。

笔者

从对河南等地艾滋病的调研结果也可证明这点
,

在

所调研的近 100 例患者中
,

几乎无一不是在机体功

能低下的情况下
,

感染了病毒而发病的
。

艾滋病的

前期症状为
:
发热

、

咳嗽
、

食欲下降
、

精神不振
、

四肢

酸软
、

倦怠无力等
,

这与亚健康状态非常相似
。

艾滋

病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乘虚而人
,

感染机体
,

经过

感染
、

潜伏
、

积蓄
,

而后一发不可收
。

其次
,

在艾滋病的治疗恢复阶段
,

五脏功能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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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强弱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危
。

根据五脏的生理

特点
,

在治疗中
,

首先要把恢复和健全五脏功能作为

首要 目标和治疗手段
。

一旦艾滋病病毒侵袭体内
,

对五脏功能的影响和破坏作用是极大的
。

诸如
,

厌

食
、

腹泻
、

发热
、

咳嗽
、

淋巴结肿大
、

疙疹等等
,

乃至于

多发性机会性感染
,

包括后期的多发性恶性肿瘤等
,

都与脏腑功能及其阴阳属性密切相关
。

再如
,

胃气

上逆
,

则胀满不下
,

甚或呕逆 ;脾气下陷
,

则腹泻不

止 ;水不济火则发热 ;肺失宣降则咳 ;正邪交织则结 ;

气滞血疲则肿胀 ; 内毒外泄或皮内受邪则生疤疹 ;气

血淤滞
,

顽而不化
,

物极而反则恶瘤多发 … … 等等
。

所以
,

调整并恢复五脏功能
,

使之相互协调与平衡
,

才是决定艾滋病治疗成败的关键所在
。

3 三维守恒法则与艾滋病的治疗

3
.

1 三维守恒法则

三维守恒是指具有不同属性的三种事物之间通

过相互制约
、

相互协调关系
,

达到并保持平衡状态的

规律和现象
。

三维
,

指三种不同属性的事物
,

具体是

指五行
、

五脏中的三者及其关系
,

是事物间维系的形

式或架构 ;守恒
,

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
、

协调

的
,

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或法则
,

是三维之间相互制约

和协调的结果
。

自然之中
,

庞大繁杂的万事万物遵循一定的运

动法则
,

保持一定的运动轨迹
,

存在有一定的运动规

律
,

三维守恒就是在此基础上
,

进行高度概括和总结

而得出的万事万物最基本的规则
,

具有普遍性意义
。

3
.

2 三维守恒法则与艾滋病的治疗

三维守恒法则运用于艾滋病的治疗中
,

主要体

现在
“

肝
、

脾
、 `

肾
”

三脏功能及三维关系上
,

应当常

调
,

使其守恒
。

在五脏中
,

以
“

心
、

脾
、

肾
”

三维守恒

最为重要
,

是人体保持协调与平衡的基础和动力源

泉
。

但是体现在治疗上
,

要以
“

肝
、

脾
、

肾
”

三维关系

作为重中之重
。

从生理功能上
,

肝主疏泄
,

主藏血
,

为将军之官 ;

脾主统血
,

主运化
,

后天之本在脾 ; 肾主藏精
,

主闭

藏
,

先天之本在肾
。

肝脾之间
,

肝木克脾土
。

脾的运

化功能是气血化生之源
,

也是肝脏藏血之源
,

脾的统

血功能对肝脏疏泄功能的正常运行起相辅相成作

用 ;肝的藏血由脾化生而来
,

并且是脾运化功能发挥

的基本保证
,

肝的疏泄功能又 为脾的运化功能起助

推作用
,

二者相互依存
。

脾肾之间
,

脾土克肾水
。

脾

是后天之本
,

气血生化之源
,

肾是先天之本
,

元阳之

所
,

先天生后天
,

后天养先天
。

肾的元阳之气可以温

煦脾阳
,

以促其运化之功
,

脾的生化气血可以不断补

充肾精之不足
,

使之持续发挥元阳之力
。

肝肾之间
,

肾水生肝木
,

肾之藏精与肝之藏血实现精血互化
。

肝的藏血为保证肾的功能发挥提供能量来源和动

力
,

精血互化
,

保证肾精之气充足
,

生命力旺盛
。

肾

精之气充足
,

则五脏各显神机
,

肝脏疏泄条达
,

气机

顺畅
,

五脏功能均可得以充分发挥
,

人体处于健康状

态
,

免疫力强盛
,

诸病难染
。

从病理变化上来看
,

古人云
:
见肝之病

,

知肝传

脾
,

当先实脾
。

是说肝病易于传递到脾脏而使其生

病
,

应当首先把脾脏功能调整起来
,

以防止肝脏之病

的影响
。

如肝病郁
,

则肝之疏泄不利
,

会影响到脾之

运化功能
,

就是肝病传脾
。

如果肝郁久滞不化
,

除传

导脾脏之外
,

还会逆传人肾
,

导致肾脏闭藏失约
,

精

气流失
,

出现精血两亏
。

如果肾虚不足
,

元阳不力
,

则脾运化之功减弱
,

气血生化乏源
,

肾藏之精不能得

以补充
,

出现脾肾两虚的病理现象
。

肝肾之间
,

肝的

藏血和肾的藏精是可以进行互相转化的
,

即精血互

化
,

精不足以血补之
,

血不足以精化之
。

4 疾病的发展规律和艾滋病的临床反应

4
.

1 疾病的发展规律

任何疾病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
,

其发生
、

发

展
、

演变
、

转归
,

都有与之相应的条件与环境
,

并且遵

循着一定的规律
。

当人体的脏腑功能相互运化的功

能失调之后
,

所化生的各种精微物质与气血津液必

然失衡
,

物质的供应也就会失衡
。

这时
,

体内环境就

很难保持正常的秩序和平衡
,

免疫力低下
,

疾病不仅

可以乘虚而入
,

有条件并可能在内部滋生
。

这是中

医的病理观
。

笔者在多年的临床中发现
,

疾病的发展有一定

的规律可循
,

并且无论疾病如何发展和变化
,

其症状

却基本不变
。

用中医系统理论的观点看
,

这是因为

人体生命运动的根本未变
,

人体的脏腑功能未变
,

人

体的生理活动基本未变
,

所以说人体对疾病在发生
、

发展
、

演变与转归时所产生的对抗作用
,

以及在对抗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症状也基本不变
。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必须借着机体亏虚的条件和

脏腑功能运动失序的内环境才能致生
。

而人体的脏

腑功能运动
,

不但是化生人体各种精微物质和气血

津液的动力源泉
,

也是保障生命
、

保护人体
、

维持生

命运动
、

防御疾病发生
、

对抗疾病反应的主动力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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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体只有五脏 (六腑 )
,

并且脏腑功能对抗疾病的

方式和方法
,

仅有五大类型
,

数十余种
,

所以尽管疾

病的发生
、

发展与演变千变万化
,

但其症状总是固定

在五大类型数十种之中
。

笔者基于这一根本理念
,

把中医的理论和临床推向了一个新的进程—
“

万

病归宗
” 。

有了
“

万病归宗
”

的理论
,

就有治愈万病

的理法方药
,

艾滋病也不例外
。

4
.

2 疾病的基本症状与艾滋病的临床反应

无论从常见病
、

多发病
,

还是疑难病
、

奇难杂症 ;

无论是感冒发热还是
“

非典
” 、

艾滋病 ;无论是外科

病还是内科病 ;无论是儿科还是妇科 ;无论是皮肤病

还是跌打损伤
,

所有疾病种类的临床症状及反应不

外
:

寒
、

热
、

咳
、

喘
,

澳
、

泄
、

吐
、

痰 ;酸
、

麻
、

肿
、

痛
,

抽
、

痉
、

拘挛 ;悸
、

惊
、

怔忡
,

咯
、

噎
、

发汗 ;厌食纳呆
,

肠鸣
、

黄疽 ;耳鸣
、

耳聋
,

鼓
、

胀
、

吞酸 ;鲤
、

血
、

带
、

痢
,

脱
、

梦
、

鼻蔚 ;困乏倦怠
,

四肢酸软 ;精神萎靡
,

燥
、

闷
、

心烦 ;

失眠健忘
,

暖气懒言 ;浊
、

淋
、

瘾闭
,

暑
、

湿
、

便干 ;喜
、

怒
、

忧
、

思
,

悲
、

恐不安等等
,

归结起来只有 60 种左

右
。

艾滋病的临床反应尽在其内
,

不离其宗
。

这是因为人体生命运动的根本未变
,

人体的脏

腑功能未变
,

人类的生理活动基本未变
,

所以说人体

的脏腑功能运动对疾病在人体发生
、

发展
、

演变与转

归时所产生的对抗作用
,

以及在对抗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各种症状也基本不变
。

5 艾滋病的治疗

5
.

1 艾滋病的临床特征

就艾滋病而言
,

临床突出的表现有寒
、

湿
、

癖三

大特征
。

寒为阳虚
,

真元之气不足
,

卫外不固则寒 ;

气血津液不足
,

热能不足者亦为因虚而寒
。

湿者
,

脾

失健运
,

水气不得运化聚而生湿
,

脾土虚不能制水
,

水泛滥而生湿
。

痕者
,

肝气郁结
,

郁而不达
,

疏泄失

职
,

气滞血疲
。

脾失健运
,

聚而生热化痰
,

痰湿
、

痰浊

亦可痕阻
。

因其虚寒
,

其阳必竭
。

因其湿痪相合
,

必

生蒸蒸之郁热
。

气血痰湿癖阻
,

必生热而化腐
,

腐则

正气必败
,

阳气竭
,

正气散
。

癖湿痰阻而化腐
,

不但

为 (艾滋 )病毒和其他病原微生物创造了滋生
、

存留

甚则发展恶变的条件
,

并且为其营造了良好的生存

环境
。

中医把一切致生疾病的病毒皆视为病邪
,

对

病邪要避之有时
,

抗之得方
。

所以
,

对于艾滋病的治

疗
,

其关键并不完全在于消灭病毒上
,

而重在如何通

过脏腑功能的宏观调控
,

主攻病毒在体内生存繁衍

和恶性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

只要它们失去存在的条

件与环境
,

人体的脏腑功能运动得到恢复
,

正气盛
,

病邪衰
,

脏腑功能恢复
,

使病毒根据地
“

失守
”

而无

处生存
,

才能被脏腑的运化
、

宣发
、

肃降
、

疏泄等功能

驱除于体外
,

不得复生
。

中医的这种治则
,

不但有顾

无损
,

而且能治本除根
,

还人体一个健康
、

洁净之身
。

5
.

2 艾滋病的治疗根本

从临床症状还可得知
,

患者大多有长期厌食和

腹泻
。

厌食者
,

胃不受纳 ;腹泻者
,

脾失运化
。

脾为

清气当上升为顺
,

下降为逆
,

脾气不升
,

清气下降必

定腹泻不止
,

营养水分大量流失
,

后天之本不固
,

气

血津液各种营养物质化生不足
,

热能无源就不能化

生精神
,

人体就不会有免疫力
。

脾为后天之本
,

后天

补先天 ( 肾)
,

后天运化受纳之权已失
,

本职不固
,

何

以养先天
。

先天失养
,

肾气必亏竭
,

外耗内竭
,

精液

枯稿不能化气
,

气不化不能化神
,

人身三宝全失
,

不

病则衰
,

则百病可袭
。

肾虚固然可补
,

但在脾失运化

之后
,

虽进大补
,

运化失职
,

吸收甚微
,

或补而不受
,

反成堆积
。

堆积之热除害其自身
,

又助长了艾滋病

毒的发展
,

为其恶变创造了条件和环境
。

如癖
、

湿同

时出现在人体
,

为寒气人侵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

一旦

寒
、

湿
、

疲在体内并存
,

体内整体秩序紊乱
,

机体将不

再是正常的机体
,

外邪乘机人侵
,

机体就被
“

割地为

殖
” ,

艾滋病的危重之处
,

就在于此
。

笔者曾于 200 4 年 3 月到河南上蔡
、

郸城两县先

后收治艾滋病患者近 100 例
,

通过临床治疗及观察
,

深切地体会到正常饮食是患者的第一需要
,

止泻是

所有患者共同愿望
。

不但是艾滋病患者
,

包括其他

疾病患者甚至平常人在内
,

只要能正常饮食
,

并能运

化吸收
,

正常排泄
,

生命就有了根
,

有了物质来源
,

正

如俗语所言
, “

人是铁
,

饭是钢
” 。

由此可见
,

正常饮

食是人类生命生存的第一件大事
。

通过健脾胃促运

化
,

可一举两得
,

既能让患者正常饮食
,

又可止腹泻
。

脾胃功能一旦恢复
,

气血津液化生有源
,

就可以补养

先天
,

再以固肾之法强化先天之本 ;固本之法不在于

外而重在于内
,

肾为先天之本
,

主藏精纳气
,

增强肾

藏精藏血纳气之功
,

精液固守
,

人体有了精气
,

生命

就有了活力
。

先天之本已固
,

后天之本已强
,

当协调

并强化与其它脏腑之间的平衡关系
,

使肝藏血
,

疏泄

得力
,

藏血之功可保障心脏向全身泵血
,

疏泄之功可

促使全身的气血畅通无阻和合无察
。

调肝气消癖阻

乃是确保脾肾功能正常发挥和整体协调平衡的

关键
。

5
.

3 艾滋病的治疗方药

5
.

3
.

1 内服方药 将健脾胃促运化
、

调肝气消

200 7 年第 9 卷第 8 期 33



疲阻
、

固肾气益精液三法融为一体
,

名为
“

济生方
” ,

三管齐下可救艾滋病人于水火
,

活命于危重
,

济生于

苦难
。

健脾胃促运化
,

旨在培补后天脾土
,

使气血生

化之源充沛 ;调肝气消癣阻
,

旨在疏理肝气
,

活血化

淤
,

激发血液运行以应心神 ;固肾气益精液在于确保

先天肾水得固
,

以使先天 (肾 )生养后天 (脾 )
,

五脏

中三脏得以调理
,

并促其平衡
,

则其余两脏自然趋于

平衡与协调
,

人体则平和无疾
。

三法相合
,

实为水
、

火
、

土三维相互守恒之法
,

并以三维小平衡促进人体

大平衡
。

如有他症
,

仍可以对症之法治之
。

如发烧
,

可以
“

消炎丸
”

送服 ;呕吐
,

用
“

干姜汤
”

送服 ;咳喘者

用
“

川贝水
”

送服 ; 乏力无神者用
“

人参黄蔑汤
”

送

服 ;皮肤生病
,

外以
“

皮净霜
”

抹之 ;淋巴结肿大
, “

泰

和膏
”

外贴除之 ; 口腔溃疡
,

外以
“

溃疡散
”

除之
。

总

之
,

凡有其症
,

皆有其药
。

对于危重患者
,

垂危之际
, ·

当以挽救生命为主
,

首先让病人能活下来
,

保住生命

不出危险
,

保命之法按
“

内服与外用相结合
,

治标与

治本相结合
”

的双和原则
。

外治之法种类繁多
,

如
:

心衰
,

当以救心为主
,

可对准心 区直接外用给药 ;呼

吸窘迫
,

可鼻孔吸人药物
,

兼对准两肺部位前后用

药 ;肝
、

胆
、

脾
、

胃
、

大
、

小肠
,

皆可直对脏器或病发部

位有外敷或外贴之法
,

随时对症处之
,

药物以高微粉

碎之极细药粉调和后对准原始部位用药
,

可获立竿

见影之功效
,

可救垂危
,

只争分秒
,

不待朝夕
。

5
.

3
.

2 外治之法 外治之法最为安全
,

有益无

损
,

当中药深加工致极细粉之后
,

附以渗透通窍剂可

通过皮肤孔窍直达病灶
,

不需要经过脾胃的纳化过

程直接受效
。

用药灵活
,

随时立方
,

随时制作
,

使用

量可大可小
。

并可随症加减
,

皮肤病变可治
,

内脏病

变可调
。

笔者以中药的五色
、

五气
、

五味对症用药
,

也可随症立方
,

多脏腑同时用药
。

脏腑的反射区也

可配合用药
。

对于艾滋病毒的处理
,

其方药更妙
,

可

将药夹于药棉之中
,

附贴于肚脐
,

由外而内用药
。

人

在先天之时
,

肚脐是水分和营养的主要通道
,

后天虽

已停用
,

但其通道并未完全关闭
,

只要有良好的通窍

药物开道
,

药力自能生效
,

此处进药主要靠气味收

效
,

药气能将病毒窒息
,

使之失去活性
。

气味相合
,

病毒虽不是遇之即被歼
,

但确能使其土保崩瓦解
,

斗

志全消
。

6 艾滋病的预防

从 200 3 年的调研和 20 04 年的临床诊疗实践中

业已证明
,

艾滋病的感染并非是百分之百
。

这说明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即在对艾滋病的筛查中
,

有感而

染者和感而不染者
。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群
,

在体

内没有病毒存留
、

繁衍的条件与环境
,

虽然病毒曾有

人侵或多次进人
,

因无存留的机会和条件
,

而最终被

歼
、

自灭或被排出体外
。

而另一类人群
,

因体质虚

弱
,

元气不足
,

内外不固
,

防御失守
,

为病毒人侵
、

存

留和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环境
,

故而人之即存
,

存之即发
,

一发而不可收
,

这就给医学提出了一个任

务
,

就是如何预防
,

如何将感染人群变为拒染人群
。

以上的辨证分析证明
, “

济生方
”

能很好治疗此

病
,

是因为
“

济生方
”

有整体调控人体脏腑功能的作用

和功效
。

从今天看来
,

所有的感染人群
,

大多是亚健

康人群
,

这一人群运用中医的诊断
,

也都是脏腑功能

失调的人群
,

如果把
“

济生方
”

普遍用于这一人群
,

一

般通过 3 个月的调控
,

大都可以摆脱这一困境
。

“

济生方
”

所针对的不是某种疾病
,

也不是某些

特有人群等
,

而是针对的人类先天的生理功能 (本

能 )和后天的脏腑功能运动
,

故而此方药具有较好

治疗效果和预防作用
。

(下转第 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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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r
s it s o

wn fu n e t i o n s
.

hT
e y

aer i n t e dr
e p e n d e n t iw t h e a e h o th e r

a n d i n hamr
o n v w it h e a e h ot h e r

.

o n
ly w h

e n t h e if v e z a n g o gr a n s

aer i n v i即
ousr

s
att

e
an d i n h~

o n y w i t h e a e h

o ht e r , e a n t h e li fe
一

fo cr e o f b o d y b e fu ll o f v i t al p o w e r
an d t h e b o d y b e fu l l o f

“ e s s e n tial q i
”

.

A m id ht e if v e z a n g

o r g a n s , a s l o n g a s t h e fu n e t i o n s of l i v e r , s p l e e n a n d ki d n e y er m ia n i n h~
o n y

,

h e a rt a n d l u n g iw ll n a t u r
all y b e i n

t h e hamr
o n i o u s s t at e ,

h e n e e a h e al t h y b o d y a n d e x te n d e d ilfe
e x pe e tan

e y e a n b e ac h i e v e d
,

hT at 15 t h e
ur l e o f

“
k e e p i n g er lat i v e b al a n e e of t h er e i n t e m al s y s t e m s ”

(
o r “ t h er e 一

d y n a
而

e b al an e i n g m e t h o d
, ,

)
.

〔K e y wo
r ds 〕 A I DS ; s y n d or m e d娥er n t i at i o n ; if v e z a n g fu n e t i o n ; k e e p i n g er la t i v e b al a n e e o f th er e i n te m al

s y s t e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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