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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痛风是一种由嘌呤代谢紊乱导致血尿酸升高，促使单钠尿酸盐聚集于周身关节腔引起关节炎的一组疾病。

近年来随着本病的复杂多样化，辨证施治并以“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在治疗本病方面发挥着独

特作用，此法虽在《黄帝内经》中为治水肿之大法，但究其本意，可发挥发汗、利水、祛湿、祛热、活

血化瘀、消肿止痛等功效，以恢复机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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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ut is a group of diseases caused by purine metabolism disorders that cause an increase in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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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c acid, which promotes the accumulation of monosodium urate in the joint cavity of the body, 
causing arthriti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diseas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and “open the ghost door, clean the house, go to the Chen” plays a unique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although this method is in the “Huang Di Nei Jing” for the treat-
ment of edema, but its original intention, can play a sweating, water, dampness, heat, blood circula-
tion and stasis, swelling and pain relief, etc.,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body’s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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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痛风的发作往往令患者疼痛难忍，国医大师朱良春根据其致病特点，将其命名为“浊瘀痹”，而金

元以前医家将其归于“痹证”、“白虎历节”、“脚气”等病名。痛风[1]一词早在陶弘景的《名医别录》

中便有记载：“独活，微温，无毒。主治诸贼风，百节痛风无久新者”。金元时期朱丹溪则在《格致余

论·痛风论》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疾病的病因病机及治法方药。中医在治疗本病方面，临床目前多采用中

药汤剂、针刺、刺络放血、火针点刺、耳穴疗法、中药外敷、中药熏洗等治疗方法，发挥着独特作用。 

2. 痛风的病因病机 

关于本病的病因病机，在诸多文献多有不同记载，《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曰：“风湿相搏，一

身尽疼痛。”张仲景认为其病因病机与“风邪、湿邪”密切相关。金元时期朱丹溪所著《格致余论·痛风

论》云：“彼痛风者……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汗浊凝涩，所以作痛，

夜则痛甚，行于阴也”。认为本病为风湿寒热相博，浊气入侵机体，阻碍气血，故作痛。寒邪虽无实型，

但其性收引，久则聚而成型，困于分肉之间，犹如芒在肤中，故疼痛难忍。另外，随着饮食水平的提高，

饮食内伤[2]这一致病内因，对本病的产生显得越来越重要，如《黄帝内经》载：“膏粱之变，足生大疔”，

甘肥膏脂，多食易阻碍于血、络，化浊则聚于下，诸邪相应，久则耗气伤血损络，故作痛。明代《万病回

春·痛风》中记载：“膏粱之人，多食煎炒、炙煿、酒肉，热物蒸脏腑，所以患痛风、恶疮痈疽者最多”

[3]。亦认为本病的发生与机体摄入过多肥甘厚味息息相关。 
诸多文献对本病的不同记载，正说明了本病的发生离不开内因与外因，内因可责之于脾肾等脏腑功

能失调，易致痰湿痰浊内生；外因为感受风、寒、湿、痰等邪气，加之机体劳累、饮食不节，嗜食肥甘厚

味及情志损耗等，内外合邪造成气机阻滞、脉络瘀阻，故作痛。关于本病的治疗，中医多以清热祛湿、活

血化瘀、调补肝肾等方法，西医多以改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降低尿酸、调节肠道菌群、调节机体细胞

凋亡等方面[4]。 

3. 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含义 

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出自《素问·汤液醪醴论》，其载：“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开鬼

门，洁净府……疏涤五脏。”为治疗水肿病之要法。“开鬼门”意指开玄府即是发汗，“净府”多代指膀

胱，“洁净府”多是指通过膀胱的气化功能来利小便，唐代医家王冰将“开鬼门，洁净府”释义为“启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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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泻膀胱”，使本法通俗易懂。《素问·针解》曰：“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菀指瘀、积，陈指

瘀积时间久，“去菀陈莝”多指活血、化瘀、利水、消肿等。三者合意为通过开玄府、泻膀胱、活血化瘀

等方法使水湿、湿热、瘀血等邪气外出，从而恢复机体平衡。此法虽为治疗水肿病的基本原则，但现代

医家拓展应用此法于多种疾病中，如小儿原发肾病综合征[5]、肾小球肾炎[6]、皮肤疾病[7]、风湿疾病[8]、
心衰[9]等。 

4. “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辨治痛风之寒 

4.1. 因寒致痛风 

金元之前，痛风多归于痹症之范畴，而寒邪又为痹症发生的重要因素，《素问·举痛论》言“寒气客

于经脉之中……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说明

了寒邪致痛的特点。除了归属于痹症，根据痛风发作的特点，后世又将其归为白虎、历节等病，如《外台

秘要》载：“白虎病者……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疾昼静夜发，

发则彻髓，痛如虎之啮，故名白虎之病也。”指出病因病机的同时，又形象地表达了痛风发作的特点。 

4.2. 治法方药 

寒邪致痹，当以祛寒为主，寒邪为主之痛风，亦以散寒为要，临床当选辛温之品以开玄府，引邪外

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其著作《丹溪心法》中记载治疗上中下通用痛风汤[10]以治痛风，本方由

桂枝、防己、羌活、白芷、威灵仙、黄柏、苍术、天南星、桃仁、红花、龙胆草、川芎、神曲等药物组成，

全方主以微汗引诸药布散于肌表，究其本意为用辛温祛寒之品以开鬼门洁净府，佐祛湿、活血化瘀之品

达到去菀陈莝以止痛。桂枝芍药知母汤为《金匮要略》所载之经方，现代医家根据痛风的临床表现，亦

有将本方应用于痛风[11]的治疗中，《金匮要略》言：“治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桂枝芍

药知母汤主之。”全方以桂枝、麻黄、防风辛温发汗之品引寒湿于表，知母芍药以清内热，白术健脾除内

湿，君臣佐使相配伍，使机体气血阴阳运行通畅，以防寒湿化痰化瘀，去菀陈莝，亦有分消走泄之意。 

4.3. 发汗作用的现代医学分析 

研究表明[12]，通过加强汗腺的分泌以及扩张周围血管，有益于消除身体局部的炎症反应，还可加强

肾小球滤过率功能，对于痛风患者，这有利于排除机体尿酸等有害产物，并加快机体恢复速度，此外，

还可以加速机体循环可增强自身免疫能力。 

5. “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辨治痛风之湿 

5.1. 因湿致痛风 

湿邪作为诸多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对痛风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湿为阴邪，黏腻趋下，易侵阴位，

湿邪困于关节，久则气血不痛，疼痛难忍、难愈。观痛风之发作，多于夜间且以足第一跖趾关节发作为

著，此部位为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两阴经相衔接之地，发作的时间及部位与“同气相求”的理论相

一致。 

5.2. 治法方药 

临床中根据疾病的特点，治湿之法多有不同，如芳香化湿、燥湿健脾、淡渗利水等。而化湿邪，利小

便，被历代医家作为治湿之基本原则，其意在分化湿邪，通过膀胱气化功能，引湿邪从小便而走，既达

到“洁净府”之效，祛湿邪的同时又不伤正气。对于痛风以湿邪为主的患者，临床多选择茯苓、白术、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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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萆薢、薏苡仁、白扁豆、金钱草、车前草等健脾祛湿、利小便之药物。除了此法，发汗又为除湿[13]
的另一方法，如李中梓所著《雷公炮制药性论》云：“夫除湿之道，莫过于发汗”，说明了发汗祛湿的重

要性。在治疗痛风患者时，可选苍术，李杲认为苍术除湿发汗，健胃安脾，《医学启源》载“苍术，主治

与白术同，若除上湿发汗，功最大。”在《本草通玄》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其言“苍术，宽中发汗，其功

胜于白术。”苍术虽为化湿药，但其药性辛苦温，辛香燥烈，可开腠理而发汗，祛风寒湿表邪，正如《得

配本草》云：“燥胃强脾，发汗除湿，治风寒湿痹。” 

5.3. 祛湿药物的现代药理作用 

以常用祛湿药为例，研究表明，茯苓[14]具有利尿、抗炎、调节免疫、保肝等作用。萆薢[15]具有降

尿酸、降脂、抗炎、保护肾脏、抗骨质疏松、调节免疫等作用。泽泻可利尿、抗炎、抗病毒、调脂。作为

药食同源的薏苡仁，具有抗炎、抗癌、调节肠道菌群、降血脂等作用。金钱草、车前子作为泌尿系统常用

对药，在痛风的治疗中，亦发挥关键作用，研究表明[16]，金钱草具有排酸抗结石、抗炎、利尿、抗氧化、

保护肾脏的作用，车前子具有降血尿酸、利尿、降血压、抗炎、降血糖、调节免疫的作用，苍术其成分挥

发油具有抗肿瘤、抗炎抑菌、保肝等作用。以上药物不难看出，多具有抗炎、利尿或降尿酸等作用，对痛

风患者来说发挥减少或改善，特别是疼痛症状的作用。 

6. “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辨治痛风之湿热 

6.1. 因湿热致痛风 

《黄帝内经》载：“热盛则痛”，因热盛肉腐，故作痛。《类证治裁》云：“痛风，痛痹之一症也……

初因风寒湿郁痹阴分，久则化热致痛，至夜更剧。”引起痛风发作之热邪，多为风寒湿等邪气未能及时

祛除，久则於而化热，特别是湿邪化热，疼痛难忍且持续时间较长，故临床选药多以辛凉、辛温之品开

玄府以清热，选祛湿之品达去菀陈莝之效以消肿。 

6.2. 治法方药 

二妙丸出自《丹溪心法》，全方由黄柏、苍术两味药所组成，善治湿热之邪侵袭下焦四肢导致的筋

骨疼痛、足膝红肿疼痛等症状，临床常作为治疗痛风的基础方[17]。以此方为基础加入引药力下行之牛膝、

性凉除湿之薏苡仁，组方为四妙丸[18]，意在加强清热除湿的功效。白虎加桂枝汤为《金匮要略》所载治

疗温疟的经方，随着临床实践，此方亦被应用于湿热偏盛的痹症治疗中，特别是以湿热为著的痛风[19]，
究其方意，重在以石膏，知母清郁热，佐桂枝调和营卫，开玄府微发汗，引湿热、郁热外泄，做到通则不

痛。另外治疗痛风的常用清热兼祛湿药物，如滑石、秦艽在治疗湿热为著的痛风时，发挥重要功效，滑

石既清热，又可利尿通淋，且偏治石淋，益于肾与膀胱，《本草通玄》载“利窍除热，清三焦，凉六府，

化暑气。”与开鬼门，洁净府之意大相径庭。秦艽性辛苦，善清湿热，通络止痛，《本草经疏》载“苦能

泄，辛能散……肢节痛，下水，利小便。”，亦为治湿热痛风之良药。 

6.3. 祛湿热药物的现代药理作用 

以二妙丸黄柏为例，黄柏[20]可抗肿瘤、抗溃疡、抑菌，还可降低血尿酸从而减轻痛风患者疼痛。秦

艽其成分为獐牙菜苷，这种成分可抗炎消肿，对骨有保护作用。薏苡仁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来减轻炎

症反应，缓解患者疼痛。石膏虽不能祛湿，但其性大寒，清热之力效果显著，多用于痛风急性发作患者，

现代研究[21]发现石膏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不仅可以抑制体温升高，还可以抗炎调节免疫，被应用于如

竹叶石膏汤[10]、萆薢渗湿汤等治疗痛风的经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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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辨治痛风之瘀 

7.1. 因瘀致痛风 

《素问·举痛论》曰：“痛而闭不通矣。”意指疼痛是因为多种病理因素导致气血经脉不通畅，瘀久

作痛。然痛风之瘀非一日之功，正如叶天士所言：“初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痛风之瘀非外伤所

致，多为湿热、气血久瘀经脉关节，或由久食膏脂损伤脾胃，导致精微物质布散四肢难以运化，久则化

瘀化热作痛，故治疗本病应遵循去菀陈莝之理。 

7.2. 治法方药 

血瘀停聚则脉道阻塞，不通则痛，痛风患者多于夜间发作，症见关节刺痛，痛处不移，临床多选用

丹参、桃仁、红花、延胡索、郁金、鸡血藤、赤芍等活血化瘀之品。《用药心法》载“桃仁，苦以泄滞血，

甘以生新血，故凝血须用。又去血中之热。”除了活血，桃仁还可润肠通便，具有通下的功效。花类药物

多具有升的功效，红花除了活血，在《本草再新》中记载其具有利水消肿的药效。此药对一升一降，常常

应用于多种疾病。丹参临床中除了用于心系疾病，因其活血祛瘀止痛之效强，常用于痹症的治疗中，《本

草汇言》载“丹参，善治血分，去滞生新……或脚膝痹而痛重难履……皆可常用。”延胡索性温味辛，

《纲目》言：“延胡索，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故专治一身上下诸痛。”延胡索虽善破血行血，但其

效缓和，不甚猛烈，破血化瘀而不伤正。除选择活血化瘀之品，加入消肿的药物也是治疗痛风的重要选

择，如白芥子、连翘等。白芥子不仅温肺化痰，还善消肿止痛，《圣济总录》所载方芥子膏，善治风湿脚

气肿疼无力。连翘作为清热解毒药物，常配伍野菊花、金银花等辛凉药物，开玄府以透热，热去则肿消。 

7.3. 活血药物的现代药理作用 

研究表明[22]，活血化瘀药物具有改善微循环、促进血管再生、抑制血小板聚集、增加纤溶酶活性等

作用。以丹参、红花、延胡索、当归为例，丹参具有抗炎、缓解骨破坏的作用。红花[23]具有保护心肌、

保护肝脏、抗炎镇痛的功效。延胡索富含丰富的生物碱与非生物碱成分，具有抗菌消炎、镇痛、调节免

疫等作用。有研究发现[24]，当归不同部位具有不同功效，当归尾可以加强局部血液循环，降低血栓形成

的风险，当归身富含当归多糖，能够止血、抗辐射、抗氧化抗炎、提高免疫等，当归头止血效果优于其他

两个部位。 

8. “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辨治痛风之痰浊 

8.1. 痰浊致痛风 

中医有“百病皆由痰作祟”的致病理念，然痛风之痰浊，多由饮食不节伤及脾胃，以致精微物质难

以正常运化吸收，停留在肌肉、关节甚至脏腑内，郁而化热，热蒸精微津液为痰浊，成为“伏邪”，发作

则疼痛难忍，难以快速根治。 

8.2. 治法方药 

临床治疗中发现，分消走泄法在治疗痛风中有独特作用，此法与“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的理

念同符合契，目的皆在于给邪以出路，或通过利小便或予通大便，将体内之湿热、水饮、痰浊、痰湿等邪

气从大小便两个路径清除。祛痰利剂温胆汤作为分消走泄之代表方，临床应用中发现在治疗痛风时效果

显著[25]，方中陈皮、半夏、竹茹、枳实功在清热除痰，茯苓健脾祛湿，湿祛则痰解，然本方之妙，除祛

痰清热外，还可破气开郁[26]，诸药清热除痰的同时兼破气开郁，意在“去菀陈莝”。萆薢渗湿汤[27]主
治湿热下注类疾病，但在痛风的治疗中效果明显，特别是其君药萆薢，具有利湿去浊、祛风除痹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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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草思辨录》言：“风寒湿之在腰背骨节而痛强者，阴不化也，以萆薢达之而阴化”。除了上述治

疗痛风痰浊偏盛的方剂，临床还可加入如穿山龙以祛风湿，化痰活血通络。 

8.3. 祛痰浊药物现代药理分析 

以常用药物半夏、萆薢、穿山龙、土茯苓为例，半夏[28]在用于痛风的治疗中主要发挥抗炎的作用。

萆薢善利湿去浊，研究发现[29]萆薢可以降低机体尿酸水平，对肾脏具有保护作用，除此之外还可抗炎镇

痛、调节免疫以减少痛风发作。穿山龙[30]在降血尿酸及抗炎镇痛方面，效果与萆薢相当。土茯苓善通利

关节，现代医学证明其具有促进尿酸排泄，减少尿酸形成，抑制炎症反应的功效[31]。 

9. 小结 

本法虽是治疗水肿之大法，究其本意是通过“开玄府”以发汗利水，“洁净府”而利小便，利水湿则

肿痛消以达“去菀陈莝”之效。然而对于本病的治疗，临床应多侧重于“洁净府”与“去菀陈莝”的应

用，以求对痛风湿、热、瘀等病因的治疗。除此之外，疾病的发生，往往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

《证治汇补》载“湿胜则肿，热盛则痛。”故临床用药应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

本，对于痛风急性发作的患者止痛为急，止痛当为第一要义，缓解期的患者当治其本。除上述内容，也

应注重痛风患者的预后调护，特别是饮食的控制以及饮水的多少，对痛风的恢复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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