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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何氏内科流派学术思想及诊疗方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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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长何氏内科流派历史追溯百年余，独特的中医诊疗方法形成于近代，秉承历代千秋名中医

的学术精华与诊疗技艺，学术思想受新安医学、兴化医学及孟河医学影响，崇尚“自然无为”和“中庸之道”，
传承创新，形成以“补脾为中心，和法为主旨”的学术特点，调补脾胃为主，集多法合用，整体调节的诊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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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g he internal medicine school history back to one hundred years, the uniqu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thod formed in modern times, adhering to the academic essence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kills, academic thought influenced by xin medicine, xinghua medicine and monhe medicine, advocating "natural" 
and "mean", inheritance innovation, formed to "fill the spleen as the theme" and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fill the 
spleen, set more method, the overall regul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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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何氏内科流派作为千秋中医的脉络分支，

历史追溯百年余，独特的中医诊疗方法形成于近代，

秉承历代千秋名中医的学术精华及诊疗技艺，其学

术思想受新安医学、兴化医学和孟河医学影响，崇

尚道家“自然无为”和儒家“中庸之道”，形成以“补脾

为中心，和法为主旨”的学术特点，传承创新，调补

脾胃为主，集多法合用，整体调节，综合调治的诊

疗方法。 
天长因其特定的地域文化，地理环境，千秋中

医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为天长及苏皖浙相邻地区

百姓的生命健康，疾病防治和世代繁衍作出了突出

的贡献。历代名医辈出，精湛的医术和独特诊疗技

艺赢得人们的信赖和尊重。数百年来中医家传师承，

口授心传，历经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形成天长何氏

内科流派。 
1 自然无为天人合一，中庸之道调和而治 

天长何氏内科流派学术思想，崇尚道家“自然无

为”，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受儒家“中庸之道”影响，

调和中焦，集多法合用，整体调节。 
中庸之道的中心思想是修养人生，其所追求的

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至德，太平和合，其宗旨是

循中和之道而为之。正如中医的八法治疗中的和法。

清·程国彭《医学心悟》云[1]：“有清而和者，有温而

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

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

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和法具有和解表里、

调和阴阳、调和肝脾、调和表里、调和胃肠、调和

寒热、表里双解、升降并用、气血双调、攻补兼施、

身心疏调等，其中还有集多法合治，均以调和为主

治疗各种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消除的一种

治疗方法。孟河派医家们都具有崇尚“醇正和缓”的
医疗风格，具体表现为立论以和缓平正为宗，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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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润平稳为主。[2]清·戴北山《广温疫论》：“寒热

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

平其亢厉之谓和。”临床常用和解少阳法，小柴胡汤；

调和胆胃法，蒿芩清胆汤、温胆汤；调和肝脾法；

逍遥散、四逆散、痛泻要方；调和肠胃法：半夏泻

心汤；表里双解法：防风通圣散、大柴胡汤、厚朴

七物汤、葛根芩连汤、凉膈散。 
2 益气健脾调和中焦，和法为治灌溉四旁 
金·李东垣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强调以调理脾

胃为中心的治则治法，并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

生”的理论[3]。脾胃病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脾胃与五脏六腑关系密切，脾胃学说在诊

治相关脏腑疾病中常常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脾

胃乃“仓廪之官”后天之本。《金匮要略》指出：“四
季脾旺不受邪”。《中藏经》曰“胃者，人之根本也，

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若注意顾护脾胃，使脾

胃运化功能健全，才能使正气充盛，使人体对邪气

产生足够的抵抗力，从而不受邪气的侵袭，否则脾

胃失健，气血亏虚，则人易患疾病。新安王氏医家

认为脾胃虚弱为脾胃病发病之本[4]。 
天长地处长江中下游江淮之间，其地理位置特

殊，海拔较低，丘陵湖荡较多，易受潮湿之气影响

发病，故中焦脾胃肝胆诸疾偏多，致病特点多侵犯

中焦，湿滞碍胃影响脾胃运化功能，中焦枢纽升降

失常易于发病，影响全身脏腑四肢诸多脏器为患。

历史上天长何氏内科学术流派受新安医学、孟河医

学及江南沿江历代名医影响，特别是受脾胃名家李

东垣影响较深，治病用药以益气健脾调和中焦为原

则，治病用药处处顾护脾胃，斟酌药味，总以胃能

纳药为度，因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体

五脏六腑肢体百骸的濡养皆依赖脾胃的运化功能。

脾胃健旺，则气血充足，正气旺盛，方可抵御外邪

侵袭，否则御邪无力，百病丛生。如《脾胃论》[5]

开篇云“脾胃虚实传变论”即云：“元气之充足，皆由

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元气之本弱，

饮食自倍，则脾胃元气所伤，元气亦不能充，而诸

病之所由生也”，在内科杂病诊治中调和脾胃是重要

的治疗方法。 
天长何氏内科流派秉承“以补脾为中心，以和法

为宗旨”的学术思想，总结先辈的临床经验，辨证立

法，精选药物，合理配伍，常用调和脾胃法、益气

养阴和胃法、益气健脾法、和胃降逆法、健脾理气

法、益气温中法、健脾化湿法、温化寒湿法、补中

益气法、补中和血法为主，治疗各种内科杂病、肿

瘤病人放化疗后康复、胃癌前病变、中风后遗症康

复患者、外感热病后、年老体弱妇幼患者、亚健康

者、外科术后恢复期、颅脑外伤后、眩晕、胸痹、

心痛、慢性肝病、肾病、风湿痹痛等疾病的治疗中，

收效明显。 
3 立法有度精于辨证，用药轻灵胃能纳药。 
何氏内科历代先贤精于辨证，立法得当，辨证

推理，立法得当，立法诊治方可准确中的。根据医

道五诀（察脉、视人、因时、论方、相地）结合天

长地域湿邪致病的特点，对内科杂病诊治确立一整

套治疗法则及诊疗方法。针对眩晕、虚劳、胆囊炎、

紫癜、慢性肝病、白细胞减少、月经病、盆腔炎、

风湿病、汗证、胃痛、腹泻、咳喘、心悸、水肿、

中风等疾病制定“以补脾为中心，以和法为宗旨”的
学术思想，确立健脾化痰，化痰通络、益气健脾化

痰、益气养血化痰、理气化痰、蠲痹化湿、益肾健

脾化湿、温补脾肾、健脾和血调经、疏肝健脾、健

脾化食、健脾补肺、健脾化湿止泻、温脾化湿等法，

灵活运用四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二陈汤、六和

汤、藿香正气散、平胃散、温胆汤、导痰汤、归脾

汤、健脾丸、逍遥散、柴胡疏肝散、三仁汤、藿朴

夏苓汤等方化裁。 
用药轻清，方求和缓，灵活多变，方药醇正，

[6]配伍精当，整体结合，临床常用药物有党参、太

子参、黄芪、沙参、麦冬、扁豆、莲子、薏苡仁、

陈皮、佛手、木蝴蝶、绿梅花、白术、香橼皮、玫

瑰花、干姜、半夏、当归、升麻、茯苓、灵甘草、

红枣、甘松、冬瓜子、泽泻、车前子、玉米须、谷

芽、麦芽、伏龙肝、荷叶、陈葫芦等。其中大多为

药食共用之品，对年老体弱者尤为适宜，常以药食

两用煎水代饮，性质平和、补而不腻、不碍脾胃，

千秋名中医何仁之倡导“胃能纳药”[7]，反应了用药药

量及药味的口感必须兼顾脾胃的本性是有科学道理

的。 
在总结千秋中医数百年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

验，在补脾的基础上，按不同疾病的证型研制各种

中药制剂，内服外治 40 余种，充分发挥了中医的简

便验廉的特色优势。运用辨证施穴、辨证施护及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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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施药，开展治未病、冬病夏治、冬令膏方等方法，

为诊治多种复杂病证提供了良好的治疗途径，并制

订多种内科疾病的临床路径和优势病种的特色疗

法，形成何氏内科学术流派独特的诊疗体系，为服

务于天长邻近江浙沪地区的广大患者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 
4 攻克疑难擅治杂病  诊治瘟疫防病为主 
省名中医何石泉曾治大量胸腔积液患者，虽以

五苓散及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减治疗，疗效不显，后

仅重用薏苡仁 100 克，治疗一月后，胸腔积液尽消。 
千秋名中医何仁之曾治化脓性关节炎病人，多

方医治，清热化湿，清热解毒，凉血消瘀等法及西

药抗炎治疗未效，辨体质属阳虚体质，按阴疽论治，

运用阳和汤治疗，三剂好转，服药半月后痊愈。 
省名中医何镔治大量便血患者，中西药治疗，

抗炎输液支持及中药清热化湿、凉血解毒，治疗未

效，患者腹痛便血，伴有坏死性分泌物，色泽淡暗，

一日 20-30 行，面色无华，气短心慌，纳差体倦，

舌淡胖，苔微腻，脉细弱。诊为出血性坏死性小肠

炎，气血亏虚证，拟当归补血汤益气摄血，酌加三

七、血余炭、仙鹤草、棕榈炭敛肠止血之品，二剂

血止，五剂渐愈。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肆疟时，开展新冠肺炎疫情

科研攻关工作，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特色，运

用中医防病治疗的独特方法，天长何氏内科学术流

派专家团队与天康药物研究所联合组团，运用经典

名方和现代医学药理研究成果相结合，创新研究，

精心研制出《复方众香清肺解毒胶囊》，制定益气

固表，清热解毒、益肺止咳治疗原则，按照中医抗

疫理论，增加患者的免疫功能，对新冠肺炎患者具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以最快速度、第一时间送至

抗疫第一线，受到患者的一致好评。守正创新，弘

扬特色。在抗疫治病防病中，学科团队开展中医药

科普宣传，配制防病抗疫中药汤剂及抗疫解毒香囊，

发送至新冠感染患者及一线值班值岗工作人员中，

发挥了中医药在抗疫防病治病中的独特疗效和作

用。 
5 小结 
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与发展的重

要形式，[8]千秋中医起始于盛唐，形成于明清，发

展于当代，医史追溯千年，史料可考近 700 年。天

长何氏内科流派是千秋中医的脉络分支，是千秋中

医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脾胃病为中心，和法为

主旨”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诊疗方法传承了千秋中

医的学术精华和诊疗技艺，为天长及苏浙皖相邻地

区百姓的生命健康、疾病防治和世代繁衍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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