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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初步探讨了因时、因地、因人三因制宜在男科疾病方面的应用，但尚不全面。因时制宜尚需结合人身之时，因地制
宜尚需结合社会环境，因人制宜尚需结合个人的情绪因素和社会地位等，现就此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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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因制宜”之说源自《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
中的一大特色［１］，与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恢宏严密的中医诊疗体系。

所谓“三因”，是指因时、因地、因人，三因制宜即临

床诊疗患者时应根据时令、地域、患者的具体情况来

制定适宜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王氏医存·卷四·

古法活用之宜》指出：“古今论病、临证、选药、立方，

大同小异，……老幼强弱异，八方水土异，专病兼病

异”。影响疾病治疗效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需

要知常达变，综合考虑。很多男科疾病如前列腺炎、

不育症等的西医发病机制尚未明确，而中医通过其

独特的诊治理论，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现

以“三因制宜”为着眼点，探讨男科疾病的中医治

疗。

１　因时制宜
因时制宜，是根据时令、气候或节律的特点，考

虑治疗和用药。这里的“时”，指的是自然界的时令

气候特点和时间节律变化规律，如四季变换、月亮的

盈亏和昼夜晨昏的更替。这种年、月、日的时间节

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

化［２］。因此，疾病的治疗方法应时间节律的变化而

变化。

１１　年节律在男科方面的应用　地球绕太阳公转
形成年节律，地球不同部位在运动周期中与太阳相

对位置的改变，形成了四季的变动。春夏秋冬温热

凉寒的气候特点，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都

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注意不同季节、不同气候条

件下的治疗忌宜［３］。以慢性前列腺炎为例，春夏季

节，腠理疏松开泄，感冒伤风居多，往往会合并发生

慢性前列腺炎，治疗时虽为感寒致病，也不能过用辛

温发散之品，以免耗伤气阴；暑热季节，湿气亦重，故

暑邪常兼夹湿邪致病，形成暑湿夹杂证，所以暑天治

疗慢性前列腺炎时要注意解暑化湿；长夏多湿，易碍

脾之运化功能，故此时治疗此病当慎用滋腻助湿之

药，多用芳香燥湿运脾之品；秋天气候干燥，最易形

成燥邪致病，故秋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要注意多用

滋润生津之品，慎用辛燥劫津之药；冬日时节，腠理

致密，阳气内敛，此时发生的慢性前列腺炎多为气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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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瘀引起，即使有化热征象亦当慎用寒凉药物，以免

损伤阳气。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用

寒远寒，用凉远凉，……食宜同法”。

１２　日节律在男科方面的应用　地球在其自转中，
由于向日与背日，形成了昼夜交替的日节律。昼夜

是自然界阴阳之气交替变化的结果，昼为阳，夜为

阴。《素问·金匾真言论》曰“……日中至黄昏，天

之阳，阳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

阳也”。在这种阴阳变化节律的影响下，人体阴阳气

血的生理活动也发生着规律性的变化，并由此而影

响疾病的病理，出现一定的规律性的变化［４］。《素

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气门乃闭”。

人体阳气，白天多趋向于表，处于积极活动状态；夜

晚阳气的活动多趋向于里，处于相对抑制状态，《灵

枢·顺气一旧分四时》就指出疾病多为“旦慧、昼

安、夕加、夜甚”，因为“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

春”，早晨人气始生，邪不能侵；“日中为夏”，中午人

气隆盛，强而克邪；“日入为秋”，傍晚正气渐衰，邪

有可乘之机；“夜半为冬”。入夜卫外之气归于内，

邪气独留。结合人体正气消长和病理变化规律择时

选方服药，就能取得较好的疗效。更为具体而言，一

日可分为１２个时辰，每个时辰都有相对应的经络归
属，子时对应胆经，丑时对应肝经，寅时对应肺经，卯

时对应大肠经，辰时对应脾经，巳时对应胃经，午时

对应心经，未时对应小肠经，申时对应膀胱经，酉时

对应肾经，戌时对应心包经，亥时对应三焦经。男性

前列腺增生症与多个脏腑密切相关，治疗时，可以结

合“子午流注”理论服药治疗，若凌晨１～３点时夜尿
频多，根据证候的不同加入肝经药物；３～５点时夜
尿频多，根据寒热证候的不同加入肺经药物等。

２　因地制宜在男科方面的应用
因地制宜，是根据地理环境特点，考虑治疗和用

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一病而治各不同，皆

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我国各地区在自

然地理环境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地势有高下、气

候有寒温燥湿之分，并且水土品质和人们的生活习

惯等亦各不相同。如果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超过了

人体的适应能力，可能造成人体脏腑功能的失调而

致病，并显现出病理变化的地域性特点［５］。因此，我

们在治疗疾病时必须考虑到地理环境特点对人体生

理和病理影响，才能制定出适宜的治法方药。

２１　地域性气候在男科方面的应用　地域性特殊
气候、饮食习惯以及地势高下等，造成了人体在体质

和脏腑功能上的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病理变化特

点［６］。《医学源流论·卷下·五方异治论》说：“人

察天地之气以生，……宜用疏通重剂；……宜用疏通

轻剂”。在治疗方法和药物选择方面，应当有所区

别。现代中医临床治疗也确实如此。如治疗前列腺

增生，因西北地域天气寒冷，人体腠理肌体多致密，

易为寒气所侵，故应配用辛温通阳类治疗药物；东南

地域天气炎热，人们腠理肌体多疏松，津气易伤，故

应配用益气生津类治疗药物［７］。正如《素问·异法

方宜论》所说：“故东方之域，……故其病多痿厥寒

热”。

２２　地质状况在男科方面的应用　不同地区，其地
质状况不同，水土品质的种类和含量有多寡，这些因

素影响着人体，甚至会导致地方性疾病的发生［８］。

《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说：“轻水所，多秃与瘿

人；重水所，多頢与萢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

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与伛人”。例如，我国

某些山区易发瘿疾（地方性甲状腺肿），就与水中缺

碘有关。它如大骨节病、克山病等，都与地域性水土

品质的特殊性有关。对地方性疾病发生的地域性病

因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是因地制宜的重要内容

之一，应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分析地理环境中这些特

殊致病因素，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２３　社会环境因素在男科方面的应用　随着人类
文明的进步，社会环境日益复杂，竞争也越来越激

烈，随之而来的快生活节奏、高工作压力必然导致心

理负担的加重，进而烦闷、焦虑、甚至是抑郁，由此引

发的疾病已屡见不鲜［９］。就男科而言，可能引起阳

痿、早泄等病症的发生，男性的性心理又极为脆弱，

内外相兼，常使患者倍感痛苦。临证时应详细问诊

患者所处社会环境，不可贸然处方开药，必要时建议

更换工作以助于疾病的康复。

３　因人制宜
因人制宜，是根据患者的特点，考虑治疗和用

药。人的年龄大小、性别不同、体质差异等因素，常

常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变化，甚至决定着疾病

的预后转归。《医学源流论·卷上·病同人异论》

说：“……，而感受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性

情有刚柔，……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

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

３１　年龄因素在男科方面的应用　人的年龄不同，
则脏腑的状态和气血的盈亏程度便存在一定差异，

相应病理变化的转归也就有所差异。就男科而言，

中老年男性在就诊的患者中占有很大比例，临床选

用治疗方案及具体药物时应当审慎［１０］。中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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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处于由盛渐衰的转折时期，其精血暗耗，阴阳渐

亏，故容易出现脏腑机能失调的病理特点。就阳痿

而言，中年患者多肝郁血瘀，所以治疗中年患者时，

要疏肝解郁，兼以活血，注意调理脏腑机能，使之重

归协调状态，以改善勃起功能。老年患者多肾虚血

瘀，生机减退，气血阴阳亏虚，脏腑功能衰弱。发生

病变后，多为虚证或虚实夹杂证。所以治疗老年患

者时，要及时补益精血阴阳，对虚证，宜用补法，且病

程多较长；对实证以攻法祛邪时，要考虑老人衰退、

虚弱的生理特点，注意用药量应比青壮年小，并中病

即止，防止攻邪过度而损伤原已亏虚的正气，同时兼

顾活血。正如《温疫论·上卷·老少异治论》所说：

“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

参术，十不抵一。盖老年荣卫枯涩，……又当从权，

勿以常论”。

３２　体质因素在男科方面的应用　由于先天禀赋
与后天环境的影响，人群中每个个体的体质是不相

同的，存在着阴阳、强弱等多方面的差异。而体质特

性与病理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方面表现为体质

对病邪的易感性，即不同体质的人所容易感受的致

病因素或好发的疾病各不相同。如肥人多痰湿易患

中风，瘦人多火易劳嗽；另一方面表现为外邪入侵随

体质而化的“从化”现象，即外邪侵犯人体后，可因

患者体质的主导作用，促使病邪随人而化，其病证性

质随之发生变化。正由于“从化”现象，所以当人们

感受同一病邪后，由于体质的差异，可表现为不同的

病理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证候。因此，治疗疾病必须

考虑体质偏颇的影响，以选择适宜的治法，注意用药

的宜忌。《景岳全书·卷之二·传忠录中·藏象别

论十八》说：“脏气各有强弱，禀赋各有阴阳。……

医之病治有常变”。一般而言，体质比较强壮的患者

所患疾病多为实证，其筋骨肌肉刚强，当用攻伐之药

时药量宜大；体质比较虚弱的患者所患疾病多为虚

证或虚实夹杂证，其筋骨肌肉柔弱，当用攻伐之药时

药量宜小。《灵枢·论痛》说：“胃厚，……故其瘦而

薄胃者，皆不胜毒也”。偏于阳盛或阴虚体质者，病

证多从“热化”，故治疗用药宜寒凉而慎用温热；偏

于阴盛或阳虚体质者，病证多从“寒化”，故治疗用

药宜温热而慎用寒凉。正如《景岳全书·卷之二·

传忠录中·藏象别论十八》所说：“里有阴阳，……

或以阳脏喜生冷，而宜芬、连之苦寒；或以平脏，热之

则可阳，寒之则可阴也”。

４　小结
三因制宜作为中医治则中的精华，综合考虑了

环境、时令气候、个体差异和人文因素对疾病治疗的

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男科因其特殊性，

临证之时在三因制宜原有的基础上丰富以上内容，

做到与时俱进，才能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１］王彦丽．《内经》体质观与三因制宜［Ｊ］．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２０１１，３２（６）：９４９５．

［２］李志更，王欣麒，金香兰，等．“因时制宜”思想的核心价值浅述

［Ｊ］．北京中医药，２００８，２７（１１）：８５０８５２．

［３］王宇．浅述《内经》的人体节律观［Ｊ］．广西中医药，１９８９，１２（５）：

３３３４．

［４］高少才．子午流注与时间医学的比较研究［Ｊ］．中国中医药现代

远程教育，２００８，６（１１）：１３０７１３０９．

［５］马月香．《内经》因地制宜理论内涵探讨［Ｊ］．中医药信息，２０１０，

２７（４）：３４．

［６］蔡明财，吕伟凤，于晓，等．因地制宜思想对中医治疗学的影响

［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１７，３７（１１）：１０８５１０８８．

［７］王远朝．基于数据挖掘对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用药规律

研究［Ｄ］．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７．

［８］朱建平．我国古代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疾病的探讨［Ｊ］．中华中

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１２）：２７９１２７９４．

［９］宋梧桐，王泓午，李德杏．心身疾病相关心理因素的中医学分类探

讨［Ｊ］．湖南中医杂志，２０１７，３３（８）：１３５１３６．

［１０］宋梧桐，王泓午，李德杏．心身疾病相关心理因素的中医学分类

探讨［Ｊ］．湖南中医杂志，２０１７，３３（８）：１３５１３６．

（２０１７－０４－１４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７３０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４月第１３卷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