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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络理论探讨清肺排毒汤组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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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位在三焦和肺络，疫疠（湿）由口鼻入，上焦先受，瘀浊内生，困阻肺络，疫邪传变迅速，可及中

焦脾胃、下焦肝肾，蕴结三焦。 因此结合焦络理论“通三焦、补肾水、开玄络”的核心思想，认为三焦不通、肺络痹阻为新冠

肺炎主要病机，治则治法大抵以通利三焦、解毒通络为主，以祛湿为要。 若邪犯上焦，则宣肺解毒；次入中焦，则化湿透

邪；末传下焦，则淡渗利水，兼以通络以除秽浊瘀毒。 清肺排毒汤针对寒、热、湿、毒、虚等邪气，多法齐下，既辛温又辛凉，
既甘淡又芳香，重在疏不在堵，旨在给邪气以出路。 这与焦络理论回归阴阳本质，强调气机升降出入，以通为用，以通为

补，以通为顺的思想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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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中国中医药管理局首次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六

版）中提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

炎”）轻症、普通型、重症的基础方清肺排毒汤［１］。
随着清肺排毒汤的推广应用，中医学术界基于不同

的学术背景，对此方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纵观各文

献，有从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和五苓

散 ４ 个基本方对清肺排毒汤进行分析的，也有从

“护阳理论”“易通元阳”和网络药理学来论述的，各
有精华。 本文基于焦络理论对清肺排毒汤的组方机

制提出思考，希望在新冠肺炎的诊治和学术研讨中

提供参考。

１　 何为焦络理论

焦络理论是国医大师孙光荣中和派学术传人王

俊峰教授在临床实践及学术研究中不断总结升华而

凝练出来的一套辨证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

和柴萸基础方。 该理论以吴以岭院士的络病理论、
吴鞠通的三焦辨证体系为基础，涉及医门八法、六经

辨证、玄府学说、圆运动等思想，形成一套理法方药

完整，适用于临床工作的辨证体系。 焦络理论认为

三焦不通、肾水不足、玄络不畅是机体发病的病理基

础，提出了 “通三焦、补肾水、开玄络” 的治疗大

法［２］。 临床上，王俊峰教授运用焦络理论在治疗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及慢性咳嗽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疗

效。 在这次疫情中，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中

医治疗团队援鄂一线医疗人员，前期运用该理论联

合中和柴萸方辨证加减，成功治愈 ６ 名普通型新冠

肺炎患者，２ 月 １８ 日后改为以清肺排毒汤为基础方

进行治疗。 笔者经过反复思考和分析认为，清肺排

毒汤体现了焦络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用该理论来

探讨其组方机制。

２　 从焦络理论探析新冠肺炎

２． １　 病因：外感“疫疠”，其性偏“湿” 　 新冠肺炎发

生以来，表现出明显的传染性，故而应隶属于中医

“瘟疫病”范畴。 在第 ７ 版诊疗方案中，新冠肺炎的

中医病名确定为 “疫病”，病因为感受 “疫疠” 之

气［３］，但并未明确指出其病性。 正如周铭心［４］ 指

出：“凡疫疠之发，须有天时之异情，气候之乖常，方
域之异禀，欲知天时气化，当从五运六气以求。”故

而戾气的性质与五运六气有关。 此次疫情发生在己

亥年末，《黄帝内经》云：“己亥上厥阴木，中少宫土

运，下少阳相火，风化清化胜复同，灾五宫。”按《洛
书九宫图》所示，“灾五宫”即中原地区易发温病。
同时己亥年岁土不及，土运不及，反不制水，寒水大

胜侮土，脾病寒中；秋后金气来复，金气主收，阳气随

之降敛，使得湿气聚集人体内外，缠绵难化，从而易

生湿毒疫邪。 目前学术界大多认可“湿邪”在病机

中的地位，但在兼夹的病理因素上仍存在争议。 国

家方案制定者仝小林坚持“寒湿疫”的观点［５］；首都

国医名师姜良铎认为本病更偏“热”象，还提出了

“气不摄津”的观点［６］；范伏元等［７］依据五行致病理

论，认为肺金燥太过故伤及脾土，“子病及母” 是

“燥”与“湿”毒均盛；而顾植山［８］根据五运六气学说

认为本次疫情燥、火、寒、风皆有。 是故病理因素之

偏性，寒、热、风、燥、痰、虚、瘀皆可有，当因时、因地、
因人制宜。
２． ２　 病机：三焦不通、肺络痹阻　 《温疫论》云：“伤
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吴鞠通

集温病卫气营血创三焦辨证，提出：“温病由口鼻而

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
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

焦。”概括出疫疠之气（湿）从口鼻而入，先受上焦心

肺，进而中阻肠胃，终困下焦肝肾的病机演变规律。
“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是人体元

气、水液通运之门户。 新冠肺炎之疫疠之气（湿）入
体，首犯上焦，肺位高亦娇，最易受邪，致使气机阻

滞，失于宣降，肺不散津；同时湿易困脾，加之岁土不

及、内湿蕴结，外邪内湿合而发病，弥漫三焦；三焦不

通，运化失司。 这与仝小林院士武汉实地考察发现，
多数患者在疾病早中期表现出周身酸痛、咳嗽、胸
闷、气短、乏力、呕恶、纳差、腹胀、大便不爽、舌质淡

胖、齿痕、苔多白而厚腻或腐、脉滑或濡等一身气滞

湿阻之象一致［５］。
肺之络脉称肺络，包括气络和血络［９］，具有渗

灌气血、联络脏腑的作用。 陈云等［１０］ 认为肺络与下

呼吸道、肺毛细血管、淋巴系统及从属神经等结构功

能高度相似，表明肺络是参与肺正常生理功能的基

本单位，反之也是病理变化的基础。 络病的重要病

机为络脉不通，其因可为热毒、气郁、瘀阻、损伤、不
荣等［１１］。 疫疠（湿）伤人，传变最为迅速，湿气壅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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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兼化热化燥、成瘀成闭成虚。 疫疠（湿）从口鼻入

上焦走肺，湿阻肺络，导致肺络之气血运行不畅，痰
热瘀毒渐生，使得肺生理功能失常。 或表现为咳嗽、
喘息、咳血或痰中带血等肺络受损、肺主气功能失

调；或为肺失治节，不能助心行血，瘀毒闭阻包络，病
重者，可出现神昏、烦躁不安或四肢厥冷，呼吸浅促，
冷汗淋漓，脉细微欲绝等内闭外脱证［５］。 正如《临
证指南医案》云：“吸入温邪，鼻通肺络，逆传心包络

中，震动君主，神明欲迷。”此外，确诊为新冠肺炎的

患者具有典型胸部 ＣＴ 特征［３］：早期多发小斑片影

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显。 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

磨玻璃影、浸润影，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 进一步为

病位在肺络提供了影像学依据。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病位在三焦和肺络，疫疠

（湿）由口鼻入，上焦先受，瘀浊内生，困阻肺络，疫
邪传变迅速，可及中焦脾胃、下焦肝肾，蕴结三焦。
因此结合焦络理论“通三焦、补肾水、开玄络”的核

心思想，笔者认为三焦不通、肺络痹阻为新冠肺炎主

要病机，治则治法大抵以通利三焦、解毒通络为主，
以祛湿为要。 若邪犯上焦，则宣肺解毒；次入中焦，
则化湿透邪；末传下焦，则淡渗利水，兼以通络以除

秽浊瘀毒。

３　 用焦络理论探析清肺排毒汤组方机制

清肺排毒汤共 ２１ 味药，可以拆分为麻黄汤、麻
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去五味子、大枣）、大青龙汤

（去大枣）、小青龙汤（去五味子、芍药）、茯苓杏仁甘

草汤、橘枳姜汤、二陈汤（去乌梅）、五苓散、藿朴夏

苓汤（去淡豆豉、厚朴、白豆蔻、薏苡仁、通草）、小柴

胡汤（去人参、大枣）等方剂。 全方针对寒、热、湿、
毒、虚等邪气，多法齐下，既辛温又辛凉，既甘淡又芳

香，重在疏不在堵，旨在给邪气以出路［１２］。 这与焦

络理论回归阴阳本质，强调气机升降出入，以通为

用，以通为补，以通为顺［１３］的思想不谋而合。
３． １　 清肺排毒汤与治三焦

３． １． １　 上焦如雾，升而逐之 　 疫戾（湿）从口鼻先

入上焦，不论变证如何，兼夹哪种邪气，轻型、普通

型、重型患者临床上均见：发热（或兼恶寒或低热、
身热不扬或大热）、咳嗽（或干咳少痰、或有黄痰）、
胸闷（紧）气促（或喘憋）、咽（干）痛等［３］ 湿郁肺卫

证。 治疗当以麻黄类方为首，宣肺化湿，利气止咳，

湿气除则寒热消，邪去正安，盖《湿气论》言：“以轻

开肺气为主，肺主一身之气，气化湿自化，即有兼邪，
亦与之俱化。”纵观全方，可划分为 ５ 个麻黄类方，
其中共同药物麻黄，辛、微苦，性温，入肺、膀胱经，除
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之功效外，还可利水消肿［１４］。
湿邪阻滞，用药过燥则易损阴，过寒则易助邪，因此

若兼表寒宜用麻黄汤、小青龙汤，其中麻黄桂枝相配

以发表解肌；化热则加善清肺火之石膏，用麻杏石甘

汤、大青龙汤，以麻黄、石膏为伍宣肺泻热。 《金匮

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云：“病溢饮者，当发

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由此，大小

青龙汤被认为是麻黄类方中治疗水病的代表方，其
发汗意不在解表，而在于逐水，去皮下水饮［１５］。

新冠肺炎病理改变表现为［３］：肺泡腔内见浆

液、纤维蛋白渗出物及透明膜形成……肺内支气管

腔内可见黏液及黏液栓形成。 此处浆液、渗出物、透
明膜、黏液（栓）与中医所说痰饮水湿密切相关，痰
湿阻于肺，气道壅塞，导致呼吸系统循环衰竭，是本

病致死的根本原因［１６］。 射干麻黄汤出自《金匮要

略》，临床上主治痰饮郁肺之咳而上气，喉中有水鸡

声的喘咳证。 此处宣肺化饮、祛痰降气，防治结合，
避免重症患者在短时间内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防止肺泡塌陷，提高肺的可复张性，保持肺通气

正常。 故治上焦，乃以宣为主，开水之上源。 而此处

释义清肺排毒汤的上焦部分未论及心（包），是以

“逆传心包”所属危重症，不宜单纯用此方治疗。
３． １． ２　 中焦如沤，疏而逐之　 上焦疫疠之邪不解，
则传入中焦。 上焦肺阳郁闭，中焦脾阳不运，水液不

得充分通调。 故而出现气逆喘急，呕恶痞满之症。
《金匮要略》云：“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

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茯苓杏仁甘草汤偏于逐水

散结，下气和中，主治在肺之短气喘急；橘枳姜汤偏

于宽胸利气，行阳散逆，主治在脾之痞满气塞［１７］。
清肺排毒汤中两方合用，上中二焦同治，使得气机通

畅，湿毒可除。
湿困脾胃、脾失运化，患者就会出现纳差、恶心、

呕吐、泄泻等症状。 同时湿邪蕴积中焦，易聚湿成

痰，当醒脾健脾以助运化水液，可通过二陈汤燥湿化

痰，理气和中而解。
３． １． ３　 下焦如渎，决而逐之　 上中二焦湿毒不除，
则传入下焦。 肾者主水，下焦水湿内盛，阳为湿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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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肾阳不足，脾失温煦，水液代谢失常加重。 然通阳

不在温，而在利小便。 五苓散中泽泻主入下焦、同猪

苓、茯苓共赴渗利之用；桂枝辅以助阳化气；白术、茯
苓合制中焦，符合《灵枢经》 “下焦如渎，决而逐之，
兼以解毒”的通利特点。

除了从三焦分治湿毒的方剂外，清肺排毒汤中

也包含三焦同治的方剂。 藿朴夏苓汤出自《医原》，
芳香宣散，渗利湿邪，主治湿温初起，湿重热轻

者［１８］。 此处的藿朴夏苓汤虽减去了淡豆豉、厚朴、
白豆蔻、薏苡仁、通草，但仍保留了同时从上、中、下
焦治湿的特点。 方中去掉了除烦热的淡豆豉，使其

利湿的特点更为突出。 同时用藿香“化湿”，半夏

“燥湿”，泽泻、猪苓、茯苓“利湿”，治湿三法同用，共
驱内外表里湿毒，符合清肺排毒汤以“祛邪”为第一

要义，以“疏利透达”为关键的治法［１９］。
而对于小柴胡汤的使用，谢鸣［２０］ 对此提出疑

问，认为小柴胡汤主治外感热病邪犯少阳或内伤杂

病少阳不和证，而此次病机并不涉及少阳胆腑。
《中藏经》云：“三焦者……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
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 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

下皆通也，其于周身灌体，和内调外，营左养右，导上

宣下，莫过于此也。”提示三焦是人体上下、内外、表
里的枢纽，是人体圆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柴胡

汤为《伤寒论》中和解少阳方，主治少阳枢机不利，
同时三焦归属少阳，故而小柴胡汤可治少阳而治三

焦；加之其中包含的小半夏汤（半夏、生姜）本身具

有祛痰化饮的功效，符合三焦运调水液的功能特点。
因此清肺排毒汤中使用小柴胡汤，可燮理少阳，和解

表里，通调上下，使三焦通利，气机升降正常，水液运

调通畅。 这与张立山等［２１］ 认为“水湿之邪除了温

化，还应注意疏利”的观点一致。 此外若邪气侵袭，
三焦可运行周身正气至受邪之处。 此次新冠肺炎为

湿毒留恋，可轻可重，小柴胡汤通利少阳枢机，起到

截断、扭转局面的作用，防止轻症向重症发展，正气

至则邪气除，故而机体可愈。
３． ２　 清肺排毒汤与治络　 因湿为邪首，化湿为通络

关键，故以藿朴夏苓汤等芳香化湿、辛以通络，五苓

散等淡渗利水。 湿易化痰，郁而化热化燥，热毒壅肺

者，在化湿通络的基础上，应用辛润透邪之品，以麻

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大青龙汤等宣肺泻热、化饮

利水、祛瘀通络。 其中麻黄发散，善达肌表腠理，通

气络；桂枝辛甘性温，可助心阳通血脉，走血络；细辛

辛散温通，芳香透达［１４］。 《本草正义》云：“细辛，芳
香最烈，故善开结气，宣泄郁滞，而能上达巅顶，通利

耳目，旁达百骸，无微不至，内之宣络脉而疏通百节，
外之行孔窍而直透肌肤。”亦同麻黄善通气络，三者

与石膏辛寒相配，使其辛而不热，共取清透肺络热毒

之道。 同时陆鹏等［２２］认为肺泡（肺气络） － 肺气血

屏障（肺玄府） － 肺毛细血管（肺血络）共同维持人

体气血的正常运转，肺络功能正常，肺气血屏障得以

滋养，才可避免玄府开阖失常导致肺部水肿或者肺

纤维化，符合焦络理论“开玄络”之思想。
清肺排毒汤由四大经方（麻杏石甘汤、射干麻

黄汤、五苓散、小柴胡汤）组成［２３］。 除去了人参、大
枣、五味子 ３ 味，增加山药、藿香、陈皮、枳实 ４ 味。
在去除的 ３ 味药中，人参、大枣补益中气，五味子敛

肺气不宜宣散，去除此 ３ 味药，更加突出“祛邪开

闭” ［２０］的立法思路。 增加的 ４ 味药中，枳实、陈皮、
藿香均已在上文提及方剂中出现，而加入的山药因

其性偏于阴柔滋腻，谢鸣［２０］ 对其使用理由表示怀

疑。 山药的使用正好对应焦络理论中“补肾水”这

一治法。 山药益气养阴，可补肾气，兼能滋肾阴［１４］，
使肾水充足。 一则三焦通于肾，肾水充足，一身气机

升降有序，肺气得舒；又有金水相生，肾水足则肺气

宣降恢复如常，气机和畅［１３］。 纵观清肺排毒汤，宣
上、疏中、决下，以通散为主，辅以补益，使散不伤正，
补不留邪，则三焦、肺络通利，疾病得愈。

４　 结语

王饶琼等［２４］对 ９８ 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服用清

肺排毒汤治疗，进行为期 ９ ｄ 的临床疗效观察后发

现，治疗 ９ ｄ 后有效率达 ９２． ０９％ ，其中治愈率达

４１． １３％ 。 李旷宇等［２５］ 研究表明，较单纯抗病毒药

物，清肺排毒汤加减方联合抗病毒药物能显著缩短

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时间、临床症状好转时间及肺部

ＣＴ 好转时间。 对于重大疾病有效方剂的探讨，有助

于该方的推广和传承，推进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

展。 本文基于焦络理论对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治
法，以及清肺排毒汤的组方机制提出探析和思考，希
望可以为进一步完善新冠肺炎的中医救治方案及中

药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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