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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医热病学是藏医学体系中的核心分支，强调人体内三大基本生理能量“隆”（风）、“赤巴”（胆汁）和“培根”（粘

液）的动态平衡失调导致热病。本文探讨了藏医对肺炎的认识及其诊疗规律，认为肺炎由“隆病”与“赤巴病”共同作用引

发，外感六淫与内伤七情等因素是主要致病原因。藏医学通过清热解毒、化痰止咳和调理气机等治疗原则，结合药物、

外治法、饮食调理和生活调养，恢复三大生命能量的平衡，从而有效治疗肺炎。这一综合且个性化的治疗策略，不仅

体现了藏医的整体观与辨证施治思想，也展示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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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肺炎是指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它的病因

多样，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感染，以及吸入性因素和

免疫因素等。现代医学对肺炎的诊疗方法多采用抗生素、

抗病毒药物及对症治疗，但随着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加，寻

找新的治疗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藏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医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在很多疾

病的治疗中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 

1 藏医热病学的基本概念 

藏医热病学是藏医学体系中一个核心分支，它围绕着

人体内三大基本生理能量——“隆”（风）、“赤巴”（胆汁，

象征火与消化功能）、“培根”（粘液，代表水与营养转化）

的动态平衡展开。热病学理论认为，当这三种因素尤其是

“赤巴”失衡，偏盛至一定程度时，会导致一系列以发热、

口渴、精神烦躁为典型表现的病理状态，统称为热病。这

种分类超越了单纯体温升高的局限，涵盖了从轻微不适到

严重炎症的各种热性症状。热病学不仅阐述了热性病症的

表象，更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病因病机，指出外感六淫（自

然界中的风、寒、暑、湿、燥、火）与内伤七情（情绪波

动如喜、怒、忧、思、悲、恐、惊）等因素，如何通过干

扰“隆”、“赤巴”、“培根”的和谐状态，引发疾病[1]。它提

供了一套系统性的方法来解析疾病发生的多层次、多因素

关联，这在急性与慢性疾病诊疗中显得尤为关键。在治疗

方法上，热病学强调针对病因的精确施治，通过清热、解

毒、调和“隆”与“培根”等手段，恢复机体平衡。这一理论

框架不仅指导药物的选择与配伍，还涵盖了饮食调养、生

活起居调整以及特色外治技术如针灸、拔罐等，形成了综

合且个性化的治疗策略。因此，藏医热病学不仅是对热性

病症本质的深刻洞察，也是藏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的一大特

色与优势。 

2 藏医对肺炎的认识 

2.1 藏医肺炎的病因 

藏医学视域下的肺炎病因分析，嵌入了其独特的生理

病理观念，将肺炎病理归结为“隆病”与“赤巴病”的相互作

用与失衡状态。该分类体现了藏医对疾病本质的深刻理解，

超越了纯粹微生物感染的视角，而纳入了自然环境与心理

情绪的广泛影响。肺炎在藏医学理论中，其成因综合了外

在环境因素与内在身心状态的失谐。外感六淫，即自然界

中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异常，直接侵袭人

体，干扰正常的生理机能，是致病的首要外因。这些外邪

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肺系，导致“隆”（气、风元素）运行

受阻，肺气闭塞，进而影响“赤巴”（火、胆汁元素）的平

衡，促使热性症状加剧，表现为发热、炎症等典型肺炎症

状。同时，内在的情感波动，即内伤七情（喜、怒、忧、

思、悲、恐、惊），亦是不容忽视的致病因素。情绪剧烈

变化能够扰动体内“隆”、“赤巴”、“培根”三大生命能量的

和谐状态，尤其是影响“赤巴”功能，使其亢进，从而为肺

炎的发生埋下伏笔。此外，不当的饮食习惯，如过食油腻、

辛辣或寒凉食物，以及饮食无规律，同样能损伤脾胃，影

响“培根”（粘液、水土元素），间接促使“赤巴”偏盛，最

终导致肺部功能紊乱，炎症发生[2]。 

2.2 肺炎的病机 

藏医学对于肺炎的病理机制持有独特见解，认为其核

心在于外邪入侵与体内三大生命能量失衡的相互作用。具

体而言，肺炎的病机初始阶段，主要归咎于外界的风寒或

风热邪气直接侵入肺系，这一过程破坏了肺脏的正常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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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宣发肃降功能，导致肺气流通受阻，表现为咳嗽、气喘

及胸痛等症状。这一病理演变，体现了外邪对“隆”（气、

风）的影响，使其运行不畅，继而累及肺部功能。随着病

情进展，外邪侵袭不仅限于肺部表层，更深层次地扰乱了

体内的火元素—“赤巴”，使之亢奋过盛，这一转变标志着

病程进入了更为复杂的阶段。过盛的“赤巴”进一步催化体

内热势，形成“化热生火”的病理状态，临床可见高热、口

渴及情绪烦躁不安等典型热性症状。此时，“赤巴”失衡成

为推动疾病恶化的主要动力，不仅加剧了原有呼吸系统的

症状，还可能累及其他脏腑功能，影响整体的生命活力与

自我修复能力[3]。因此，藏医学中的肺炎病机，实质上是

一个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病理演变过程，涉及外邪入侵、

肺功能障碍，直至体内火元素失衡的系列连锁反应，这一

理论为临床辨证施治提供了深刻的病理基础，强调了调和

内外、平衡“隆”、“赤巴”与“培根”三大生命能量的重要性。 

3 藏医肺炎的治疗方法 

3.1 治疗原则 

藏医学治疗肺炎的核心原则，聚焦于恢复与维护人体

内部三大生命能量——“隆”、“赤巴”、“培根”的和谐平衡，

尤其重视抑制“赤巴”的过度旺盛，以纠正由其主导的热性

病理状态。这一原则体现了藏医治疗的整体观与辨证施治

思想，旨在从根本上消除致病因素，促进机体自愈能力的

恢复。治疗过程中，清热解毒是至关重要的策略之一，旨

在清除体内因“赤巴”偏盛产生的热毒，缓解高热、烦躁等

症状，保护机体免受进一步的热性损害。同时，化痰止咳

措施用于解除肺部痰浊阻滞，畅通呼吸道，减轻咳嗽、气

喘，确保肺气的宣发肃降功能正常运行，有助于恢复呼吸

系统的生理平衡。此外，调理气机则是通过调和“隆”元素，

保证气血运行通畅，防止或纠正因“隆”失常导致的气滞现

象，这对于缓解胸闷、气短等症状至关重要。这一系列治

疗原则的实施，不仅仅是对抗疾病症状，更是通过调和体

内环境，促进自稳态的重建，达到彻底治愈肺炎的目的。 

3.2 常用的治疗方法 

3.2.1 药物治疗 

藏医药学在治疗肺炎时，秉承其传统智慧与丰富的自

然资源，倾向于采用天然草本药物，以温和而深入的方式

调整机体平衡。药物治疗的核心，在于精选具有特定药性

的草药，针对肺炎的病机特点进行精准干预。其中，川贝

母以其清热润肺、化痰止咳之功，成为治疗肺热燥咳的首

选药材；甘草则因其补脾益气、清热解毒、调和诸药的特

性，广泛应用于各类肺部疾患；薄荷与黄连，前者清利头

目、疏风散热，后者善清心胃之火、燥湿解毒，共同发挥

着缓解咳嗽、清解体内热毒的作用。除了单味药物的应用，

藏医学更加注重药物间的协同作用，通过复方配伍增强疗

效，减少副作用。例如，“二十五味松石丸”，此方集多种

药材之精华，不仅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还能利胆退黄，

对由热毒引起的肺炎症状显示出显著疗效。而“七味麦冬

汤”则侧重于滋养肺阴、清热生津，特别适用于阴虚燥热

型肺炎，能有效缓解干咳少痰、咽干舌燥等症状。这些复

方药物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们遵循藏医“效能配伍”的原则，

通过药材间性味归经的互补与制约，实现对肺炎复杂病机

的多维度调节。它们不仅能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症状，还能

兼顾整体，促进机体自愈能力的恢复，体现了藏医药深邃

的治疗理念与和谐平衡的健康观[4]。 

3.2.2 外治法 

藏医学在治疗肺炎的实践中，外治法作为与内治相辅

相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领域

涵盖了丰富多样的非药物治疗手段，诸如针灸、拔罐、热

敷等，旨在通过直接作用于体表或特定穴位，调和气血，

促进机体自然康复机制的激活。针灸，作为藏医外治法的

精髓之一，基于经络理论，通过精确刺入特定穴位的细针，

以调和气血、疏通经络。在肺炎治疗中，选择与肺经相关

的穴位，如尺泽、肺俞等，可以有效缓解肺部炎症引起的

咳嗽、气喘等症状，促进肺功能的恢复，同时增强机体免

疫力，抵御外邪侵袭。拔罐疗法，则通过在皮肤表面形成

负压，促使局部皮肤充血、瘀血，以此达到通经活络、行

气活血的效果。在肺炎治疗中，拔罐常用于背部肺俞、大

椎等穴位，有助于疏散风寒、风热之邪，缓解胸闷、咳嗽，

加速炎症区域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吸收。热敷作为一种

温和的外治方法，利用温热之力渗透肌理，能够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增加组织氧供，有助于缓解肺部肌肉紧张，减

轻炎症引起的疼痛与不适。对于肺炎患者，选取胸部或背

部相应区域进行热敷，能够辅助改善肺部微循环，加速炎

症产物的代谢，促进呼吸顺畅。 

3.2.3 调理饮食 

在藏医学的视野中，饮食疗法被视为疾病治疗与康复

不可或缺的一环，特别是在肺炎的治疗过程中，饮食的合

理调配被赋予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藏医理论强调，食物不

仅是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也是调整体内平衡、辅助治疗

的关键途径。肺炎患者的饮食原则，旨在通过食物的性质

与功效，调和体内“隆”、“赤巴”、“培根”，特别是减轻“赤

巴”的过盛状态，以达到清热、化痰、养肺的目的。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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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肺炎患者采取以清淡、柔软、易消化为主的饮食策略，

如小米粥、大米粥、蔬菜汤等，这些食物易于吸收，不会

过度增加脾胃负担，有助于保持体内能量的顺畅流动，避

免因消化过程产生过多热能而加重病情。同时，避免辛辣、

油腻、重口味的食物摄入，这类食物易生热生痰，阻碍气

血运行，不利于肺炎的恢复。此外，饮食中适度增加富含

维生素 C、维生素 A 以及矿物质如锌、硒的食物，对于增

强机体免疫力、促进组织修复具有显著效果。新鲜蔬菜和

水果，如苹果、香蕉、橘子、菠菜、胡萝卜等，不仅能够

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还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减轻炎症

反应。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瘦肉、鱼类，同样

重要，它们为身体提供修复所需的必要氨基酸，支持免疫

系统的正常运作。值得注意的是，藏医饮食调理还强调根

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与体质差异，进行个性化调整。比如，

热性体质的肺炎患者更应侧重于清凉降火的食物，而体质

虚弱者则需适当增加营养密度，以补气养血[5]。 

3.2.4 生活调养 

藏医学在治疗肺炎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身心统一的

重要性，强调生活调养作为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

疾病康复不可忽视的环节。这一理念基于“隆”、“赤巴”、

“培根”三因素的平衡，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心理状态对

于维护机体平衡、加速肺炎康复至关重要。在实际操作中，

确保充足的休息是首要原则。肺炎患者应当减少体力与精

神上的过度消耗，避免劳累，以便于肺部及其他受损器官

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促进免疫系统功能的恢复。合理的

作息安排，有助于调节体内“隆”元素的平衡，防止因过度

活动导致的机体紊乱。情绪管理同样不容忽视。藏医理论

认为，情绪波动直接影响“赤巴”与“培根”，进而干扰体内

的气机运行。因此，保持心态平和，避免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对于稳定病情、促进气血流通具有积极作用。通

过冥想、瑜伽、音乐疗法等方式，可以帮助患者放松心情，

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为身体创造一个利于恢复的内

在环境。此外，适量的户外活动与新鲜空气的吸入，对于

肺炎患者而言，是一种自然而又有效的辅助治疗方式。在

体力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如散步、太极等轻度运动，不仅

能够增强肺活量，提高氧气利用率，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炎症部位的修复。同时，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有助于净

化呼吸道，减少病原微生物的滞留，为肺部提供一个更为

健康的外部环境。 

4 结论 

藏医热病学在解释和治疗肺炎方面展现了独特的优

势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强调三大生命能量“隆”、“赤巴”、

“培根”的动态平衡，特别注重“赤巴”失衡引发的热性病理

状态，通过清热解毒、化痰止咳和调理气机等原则，全面

调和体内环境。在实际治疗中，结合药物治疗、外治法、

饮食调理和生活调养等多种方法，发挥藏医药材的自然优

势，细致入微地调节患者的整体状态，促进疾病康复。以

“效能配伍”为基础的药物治疗，不仅能解决具体症状，还

能提升机体自愈能力。外治法通过针灸、拔罐等技术，直

接作用于体表穴位，增强疗效。合理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调

养，为患者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促进身心康复。这种多

层次、多角度的治疗策略，不仅丰富了肺炎的治疗手段，

也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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