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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末魏晋时期瘟疫流行,晋代道教医家葛洪提出了瘟疫“毒邪”“疠气”病因说,并将“毒”与多种传染性疾病相

联系,拓宽了疫病的内涵;同时创特异症或征、病因、实验、流行病学诊断模式;提出了养生强体、消毒隔离、针灸、药物等一系

列防治措施,强调药物防治当循日辨治、辨病论治、辨证论治相结合,倡综合防治,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防治疫病的经验,为温

病及疫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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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代道教医家葛洪撰《抱朴子内篇》 (简称《内篇》),以
医为修道的阶梯,将医学纳入道教体系。 葛洪积极开展医

药学研究,撰《玉函方》百卷,摘其要约为《救卒方》 (《肘后

救卒方》,又名《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三卷。 葛洪

《肘后方》不仅将伤寒、时气、温病、痢疾、虏黄病、虏疮、阴阳

毒病合为一篇,而且论述了“传尸(结核病)” “蛊病(血吸虫

病)”“沙虱病(立克次体病)” “疥疮” “癞皮病(麻风病)”
“霍乱”等杂疫,拓宽了疫病的内涵。 葛洪重视瘟疫防治,对
中医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　 倡导毒疠病因说

　 　 瘟疫又称温病、温疫、时行病、时气病。 《黄帝内经》认

为疫病与气候异常相关,将其分为水疫、木疫、火疫、土疫、
金疫。 瘟疫以发热为主,因初起大多恶寒,故《黄帝内经》又

称之为热病,但归于“伤寒”范畴。 《素问·热论》云:“今夫

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

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
汉末魏晋瘟疫流行,葛洪通过深入研究,认为其乃感受

“毒疠之气”所致。 《肘后方》载:“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

一种耳……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 如

此诊候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道术

符刻,言五温亦复殊,大归终止,是共途也。”其突破了“伏寒

化温说”的匡缚,为后世“疠气学说”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肘后方》中将“毒”分为“阴毒” “阳毒” “热毒” “恶毒” “温

毒”“伤寒毒气” “丹火恶毒” “溪毒” “沙虱毒” “射工水弩

毒”等,并将具体疾病与对应的毒邪相联系, 使病因明

确化[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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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辨证诊断模式

　 　 由于瘟疫发病迅速、变化多端,故葛洪创新了辨证诊断

模式。 一是特异性症或征诊断模式。 即以特异性症或征为

诊断依据。 如腹水,可见于多种疾病,但诊断“水蛊病”则以

“唯腹大动摇水声” 为依据。 又如“痢” 病辨证以“下血赤

下”“多下赤脓或杂血”“下痢色白”作为“热毒” “挟热” “寒

下”的依据。 二是病因诊断模式。 即通过病因进行诊断。
如黄疸,分虏黄病、谷疸、酒疸、女劳疸、劳疸。 虏黄病是外

感热毒所致,“初觉四肢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

及举身皆黄”;谷疸“由失饥大食,胃气冲熏所致”,“食毕头

旋,心怫郁不安而发黄”;“酒疸者,心懊痛,足胫满,小便黄,
饮酒发赤斑黄黑”;女劳疸“由大劳大热交接,交接后入水所

致”,“身目皆黄,发热恶寒,小腹满急,小便难”。 三是实验

诊断。 即通过检测某些物质进行诊断。 如黄疸以“令溺白

纸,纸即如檗染”为依据。 四是流行病学诊断。 即通过调查

接触史进行诊断。 如虏疮的诊断主要是“比岁时行气”,“沙

虱病”的诊断依据是接触过“沙虱”之地和带“沙虱”的水。
3　 疫病防治方法

3. 1　 养生强体　 葛洪认为:“灾之所及,可避不可攘”,提倡

养生强体以防病。 葛洪把“诸欲所损” “形体衰老” “百病所

害”“毒恶所中”“邪气所伤” “风冷所犯”等六害作为疾病之

由,通过“导引行气,还精补脑,食饮有度,兴居有节,将服药

物,思神守一”,免此“六害” (《内篇》)。 导引术即是肢体与

呼吸锻炼术,“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
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 (《内篇》)。 导引行气、思神守

一,能保持精气神,促进气血流通,强壮筋骨,增强体质,提
高免疫力。

葛洪提倡服饵与食疗。 《内篇》所载服饵药主要有五芝、
茯苓、楮实子、枸杞子、熟地黄、麦冬、石韦、甘菊、天冬、黄精、
石菖蒲、泽泻等,具有补益、利尿、通便、排毒等作用,能提高免

疫功能,抵御邪毒之气入侵。 《肘后方》所载食疗物有水生物

(鱼、鳖、龟、鳄、海藻、昆布)、禽类(鸡、鸭、雀、雁)、兽类(犬、
驴、猪、羊、牛、鹿、猫狸)、谷物类(黍米、稻米、黄米、小麦、大
麦、大豆、赤小豆及制品)、果实类(乌梅、杏、桃、甘蔗、胡椒、
大枣、麻仁)、蔬菜类(葱、韭、薤白、莴苣、冬瓜、苦瓜、藕、蒜、
姜、香菜、紫苏等),具益气血、祛邪毒等作用。 葛洪还创制了

许多治疫食疗方,如治伤寒时气温病之葱豉汤(葱白、豆豉),
治霍乱的黄米汁,预防瘟疫的赤小豆水、豆豉酒。
3. 2　 消毒隔离　 葛洪提倡消毒与隔离,以预防疾病。 消毒

主要是以药物燃烧产生的气或药物煎煮产生的蒸汽进行消

毒。 如《肘后方》中记载大疫暴发时可用含硫磺的太乙流金

散、辟瘟杀鬼丸、虎头杀鬼丸等于庭院中燃烧,或于患者床

四角处艾灸,以辟邪毒。 硫磺、艾叶具有杀菌作用,是较好

的空气消毒剂。
隔离是将患者与其他健康人群隔开。 《肘后方》载:“以

绳度所住户中壁,屈绳结之”,告诫他人不要进入患者住所,
以防止疫病传染。
3. 3　 针灸治疗　 针灸术又称灸刺术,《肘后方》曰:“用之有

效,不减于贵药”,并记载了隔物灸、熏灸、熨灸、温器灸、烙法

等。 隔物灸常以盐、椒或蒜隔之,以治痢疾、黄疸、霍乱等。 如

治霍乱,以“铜器贮汤,以着腹上。 衣藉之,冷复易,亦可以熨

斗贮火着腹上”;腹痛,“灸脐上”;洞下,“灸脐边一寸”;呕吐,
“灸心下二寸”;手足逆冷,“灸两足内踝上”;转筋,“拇指大聚

筋”、涌泉和烙踵白肉际;烦闷满胀,“以盐纳脐中上,灸二七

壮”。 对虏黄病毒热已深者,以芦刀刺舌下脉络出血。
3. 4　 药物防治　 葛洪对温疫的治疗,一是循日辨治与辨证

论治相结合。 如治伤寒时气温病,初起一二日,伤于寒用葱

豉汤或小蒜汁内服,伤于热用葛根豆豉汤、葛根汁,表里同

病用葛根解肌汤。 三四日用小柴胡汤、大柴胡汤,邪滞胸膈

用栀子豉汤。 十日以上是坏病,毒热壅肺用麻杏石甘汤、麻
黄解肌汤,温毒发斑用黑膏(生地黄、雄黄),热毒壅盛用黄

连解毒汤,大便闭结用大柴胡汤、承气丸,肺闭腑实用黑奴

丸,正气已伤用鸡子白、芒硝,热厥用大黄汤加淡豆豉、葱
白,黄疸用茵陈蒿汤。 恢复期阴虚用乌梅豉汤,阳虚用干姜

丸,脾胃不和用甘草橘皮汤,阳气虚用人参、干姜、白术、枳
实、牡蛎,癃闭用滑石、葶苈子。 二是主张辨证论治。 如治

痢疾,天行毒热痢用七物升麻汤,轻证用栀子豉汤加韭白,
寒湿痢用黄连丸,阴虚痢用大青汤,虚寒痢用桃花汤,手足

厥冷用赤石脂汤,噤口痢用黄连、乌梅;痢久便秘用小承气

汤、承气丸,厥逆用干姜丸之类。 三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如治疟疾,创青蒿汁和恒山(常山)甘草汤,辨证分温疟、寒
疟、瘴疟、老疟、痢疟、见疟,温疟用地骨皮汤、常山汤,寒疟

用疗疟丸,瘴疟用瘴疟酒,痢疟用黄连犀角丸,老疟用乌梅

丸、鳖甲酒、山瘴酒。
《肘后方》云:“众药并成剂药,自常和合,贮此之备,最

先于衣食耳。”葛洪最早提倡备药剂,以便在疾病流行前通

过内服、涂抹、佩挂、滴喷施药物,防止感染和流行。 如瘟疫

流行时,举家服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

病散和屠苏酒;以绛囊、青布等包裹女青、马蹄木、桑根、太
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戴在前臂、胸前或挂于床前、门
户;以白芷、冰片、防风等研成细粉,吹入或滴入耳鼻咽喉;
以五毒神膏、粉身方、雄黄散、白芷等涂抹皮肤官窍。 白芷、
冰片、雄黄等有消毒杀菌作用,能预防感染。
4　 小　 　 结

　 　 总之,葛洪防治疫病,倡导毒疠致疫说,创特异性症或

征、病因、实验、流行病学诊断模式,提倡综合应用各种方法

防治瘟疫,重视循日辨治、辨病论治、辨证论治相结合,为后

世留下了丰富的防治疫病的经验,为温病及疫病学说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根据葛洪以

青蒿治疟的经验,所研制出的青蒿素挽救了疟疾患者的生

命,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充分说明了葛洪防治瘟疫的经验

为当今传染病的防治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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