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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成才经验·

关键词名老中医；@周霭祥

周霭祥诊疗血液病治学之路

周霭祥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研究”课题组撰写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

周霭祥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从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担任中

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血液科主任20余年。兼任卫

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输血和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及西苑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华血液学杂志编委、国外医学输

血及血液学分册编委、第一军医大学客座教授等。

l 学医历程

周老6岁启蒙，在农村读私塾，学习孔盂四书。3

年后，又在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刘琴舫那里继续

学习《古文观止》、《左传》等古代名著，为他打下良好

的古典文学基础。两年后他考入了新民小学高年级，

开始接触现代化教育。1954年从湖南医科大学(湘雅

医学院)本科毕业。在大学期间，他就向往着首都北

京，结果毕业时如愿被分配到中央保健委员会任保健

医生，平时则在医院做内科医师。1955年中医研究院

成立，他被调去参加卫生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

国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习中医。

1958年秋，由西学中班毕业后，留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

医院工作至今。1959年他被派到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合

作搞科研并进修学习，为时2年。期间他学习了很多

西医临床知识和科研方法，西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为此后的中医临床和科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老在早期的理论学习中得益于名师秦伯未讲授

《内经》，陈慎吾讲授《伤寒》，以及名老中医杨树千等

传授中医基础，对中医理论有了较深的认识。在工作

初期，他师从名医岳美中、王文鼎，学习他们的学术思

想和临床经验；同时在阅读古籍《黄帝内经》、《伤寒

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宗金鉴》、《血证

论》等名著中，学习到中医许多理、法、方、药知识。这

些对周氏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治疗方法的构思起到积极

的作用，也为他打开了中医药治疗血液病的研究思路。

2基本理论

中医学对血液学的认识，远在《黄帝内经》中就有

记载。血液系统的病症，也散见于历代医书中，如“血

病”“血枯”“血症”“脱血病”等。清代唐容川的《血证

论》便是一本出血性疾病的专著。

2．1血液生成：中医学早就认识到“阴之所生本在五

味”(《素问》)，“五谷之精液，和合而为血”(《灵枢》)，

“心主身之血脉”(《素问》)，“中焦受气取计，变化而

赤，是谓血”(《灵枢》)，“肾主骨、生髓、藏精”(《素

问》)，“肝者⋯⋯以生气血”(《素问》)。这些记载，明

确地指出了饮食中的精微物质是造血的原料，经过脏

腑的作用，生成血液。

根据以上的认识，饮食是造血的原料，心、肝、脾、

胃、肾等脏腑都与造血有关。其中任何一处有病，都可

影响造血。中医学认为造血的骨髓与肾有密切关系，

故肾在造血当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周老根据中医学的

理论，联系现代医学中骨髓是造血组织的认识，总结

为：饮食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后，其精微物质运送到骨

髓，在心和肾之“生血”“生髓”的作用下，生成血液。

肾主骨生髓，骨髓的造血机能旺盛与否，和肾的强弱有

关，故肾与造血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脾是生化之源，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可见气血亏虚与心、

脾、肾关系密切。

2．2血液运行：《素问》记载“夫脉者血之府也”，“经

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心主身之血脉”。说明心、

脉、血三者关系密切。血液在脉管内运行，主要靠心气

的推动。所谓“气行血亦行，气滞血亦滞”，一旦心气衰

微，则血行缓慢，可出现血液瘀滞现象。心气不匀，时

有时无，时强时弱，可出现结、代脉象。

3临床体会

3．1治疗原则：周老对于多种血液病总结出一套相应

的治疗方法。对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张重点补肾，其次

补脾肝，兼补气血。溶血性贫血，在溶血发作期，以清

热利湿为主，兼补气血，益脾肾；不发作期，重点补气

血，益脾肾，加用清热利湿退黄之品，以祛余邪；有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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