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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交流·

从湿邪论治慢性乙型肝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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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慢性乙肝)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

疾病之一，其病势缠绵，病程漫长，与肝硬化、肝癌关系

密切。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对慢性乙肝的发病机制至今

尚未彻底明了，国内外也尚无满意的治疗方法和特效

药物。笔者在多年临床及科研工作中认识到，湿邪是慢

性乙型肝炎的主要病因，从湿邪论治慢性乙型肝炎显

得尤为重要。

1 湿邪是慢性乙肝的主要病因

乙型肝炎大多起病缓慢，初起症状多隐伏不显，随

病情发展，多表现为疲乏、嗜睡、食欲不振、恶心欲呕、

腹胀、肢困、黄疸、便溏、腹泻、苔腻等湿邪困阻症状。

《温病条辨》指出：“湿为阴邪，其来有渐，且其性氤氲黏

腻，非若寒邪之一汗而解，温热之一凉则退，故难速

已”，故病程较长，迁延难愈，进而发展为慢性乙肝、肝

纤维化、肝硬化。如果进一步发展至肝硬化失代偿期，

还会出现腹水、身肿、小便不利等更明显的表现出水湿

内停的症状。目前对慢性乙肝的诊治多从湿热中阻证、

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证、瘀血阻络证、脾肾阳虚证5

型人手，综观5型及其之间的客观联系，湿仍是其中的

关键所在，湿邪贯穿各型之中，应是慢性乙肝的基本矛

盾。湿热中阻证即有湿邪，然热从何来?热乃湿遏气机

日久而从内郁生。进而湿热胶结，难分难解；肝郁脾虚

一证因有脾虚，致使水湿运化不及，湿邪内生。肝郁、脾

虚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尽管中医理论有不同诠释，但

湿邪是客观存在的；湿遏日久，肝郁不畅，热邪内生，久

而伤及人体阴液，致使肝肾阴虚。《杂症会心录·湿症》

指出“因湿生热而阴愈虚，阴虚则精血内耗，而湿热反

稽留不去”。湿邪困滞气机，并挟内生之肝郁、脾虚、阴

伤，血行不畅，瘀血阻络。肝郁气滞，脾为湿困，湿蕴郁

热，湿热生痰，痰阻血络，瘀血与痰湿互结，凝积成块，

壅遏不通，日渐增大，寄于胁下，则成痞块；脾肾阳虚，

气化之力不足，水湿运化不及，致使水湿内停。从以上

的辨证分析可以看出，慢性乙肝的临床各证型均与湿

邪有关。笔者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大部分乙肝患

者整个病程中都具有舌苔厚腻这一特点。近年来国内

外的各种研究亦证实：湿热活动与HBV的复制、血清

谷丙转氨酶(ALT)的升高存在相关性。“湿热中阻型”

之慢性乙肝往往表现为ALT显著升高，ALT的升降

与湿热邪毒的进退呈正相关，邪进酶升，邪退酶降，湿

热去而复返则酶降而复升，湿热余邪稽留不清，则酶持

续难降。临床观察绝大多数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湿热

征象，而治疗上，在辨证的基础上加清热利湿之法，则

能达到迅速降酶的效果。这些都佐证了湿邪是慢性乙

肝的主要病因。

2湿邪之成因：外受湿热疫毒，内外湿邪相招

中医学对邪毒的认识由来已久。《内经》、《伤寒

论》、《金匮要略》以及历代医籍都有所表述，如《内经》

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金匮

要略》虽未明确疫毒杂气为患，但张仲景将黄疸列入发

热传染性疾病“伤寒”范围之内，说明对肝炎的传染性

已有了认识。古代医家也认识到本病的发生与湿邪密

切相关，如《内经》云：“湿热相交，民将病疸”；《金匮要

略·黄疽病》说：“黄家所得，从湿得之”；《瘟疫论》云：

“疫邪传递，移热下焦，小便不利⋯⋯其传为疸，身目如

金”，反映出“杂气”、“疫毒”与人体固有的水液有极强

的亲和性。上述致病因素入侵体内，与内湿相合，借肝

经气火之力迅速化热，湿热搏结，阻滞气机，熏蒸肝胆

从而引起急性发病。邪气侵袭人体后，遵循由气入血，

由中焦而下焦的传变规律。

现代医学认为慢性乙肝发病是由于感染病毒后，

机体免疫功能紊乱，不能清除病毒所致。中医认为感染

邪气之后发病与否，与人体正气强弱密切相关。《灵枢

·百病始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

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

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可见，

虚人感邪，即正气不足之人复感外邪，为发病之条件。

虚人感邪后，无力祛邪外出，湿热邪气由外及内，困阻

中焦脾胃，致脾失健运，既无力运化外来湿邪，又无力

运化水谷，使水反为湿，谷反为滞，内外湿邪相招，湿热

更甚，缠绵不去。湿热内蕴，羁留不去，导致疾病反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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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成为慢性乙肝的主要病理环节。

3慢性乙肝治疗当重祛湿

如上所述，湿邪是慢性乙肝的主要致病因素，湿邪

往往挟热并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湿热胶结征

象。虽然湿热之邪与乙肝病毒并非等同关系，但可以肯

定的是，湿热稽留为病毒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因

此，针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而设祛湿法，符合中医学“邪

去正安”、“邪不去则病不愈”的原则。在化湿祛湿的基

础上，配合清热解毒、健脾疏肝等法，既能够祛除致病

因素，又可使湿去热孤，邪无藏处，解决病理变化的中

间环节，阻断病情发展。当然，湿邪为患有湿重于热和

热重于湿之分，临证应用当据脾虚之有无，湿热之孰轻

孰重而灵活应用，既不可过于温燥伤阴，也不可过于苦

寒伤阳。

脾为湿土，主运化水液，脾气健旺，水液运行通畅，

则不会着而成湿，或有湿邪停着。脾气健则湿邪自化，

治湿当不忘健脾益气、运脾化湿。苍术苦温，专治湿困，

于燥湿健脾、和中除满方面有殊功，舌苔厚腻者，可用

至12～159，薄腻者6～99即可。临床中，笔者采用以苍

术为君的“化湿运脾汤”治疗湿困脾虚型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收到了良好效果。兹举一例如下。

杨某某，男，38岁，2004年6月17日初诊。患者于

2004年3月因急性黄疸性肝炎入院治疗，1月后好转

出院。刻下自觉乏力肢困，口黏，纳差，寐尚可，大便正

常，舌红苔腻，脉小弦。实验室检查：谷丙转氨酶(ALT)

73U／L，谷草转氨酶(AST)68U／L，SBl7pmol／L；HB—

sAg(+)，HBeAb(+)，HBcAb—IgG(+)，HBV—DNA：4

×105。辨证：脾虚湿阻。治法：化湿运脾。方选：化湿运

脾汤加减：苍术129，炒白术129，茯苓129，陈皮99，大

腹皮99，黄连39，黄芩99，苦参99，炒谷芽309，煅瓦楞

子309，14剂，水煎服，日1剂。

2004年7月1日二诊：乏力肢困减轻，纳谷有增，

寐尚可，大便正常，舌红苔薄腻，脉小弦。辨证：脾虚湿

邪未尽。治法：化湿运脾。上方加减：上方改苍术为99，

继服14剂，水煎服，日1剂。服药后患者自觉乏力肢

困、口黏、纳谷欠馨等诸症好转。继续服药半年余，实验

室检查：ALT 33U／L，AST 16U／L，SB 12弘m01／L；

HBV—DNA：4×103，余同前。病情稳定，无自觉不适，停

药后随访至今肝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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