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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病中医药研究进展及展望

赵 辉
清苑区中医医院 河北 保定 071100

摘 要：风湿病中医药治疗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理论创新、药物研发、治疗方法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通过深入挖掘传统医学经典，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理论基础不断丰富，药物研发也

取得新的突破。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方法和技术不断创新，为患者提供了更多元化、个性化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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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湿病疾病特点

风湿病是一类涉及关节、骨骼、肌肉、血管及软组

织或结缔组织为主的疾病，其疾病特点具有多样性、复

杂性以及长期性。第一，风湿病的多样性体现在其临床

表现上，不同的风湿病可能表现为关节的疼痛、肿胀、

僵硬，甚至畸形；也可能表现为肌肉的无力、酸痛；还

有一些风湿病会影响到血管，导致血管炎、血栓形成

等。风湿病还可能累及内脏器官，如心脏、肺、肾等，

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第二，风湿病的复杂性在于

其发病机制和病因的多样性，风湿病可以由感染、遗

传、免疫异常、代谢障碍等多种因素引起，且往往涉及

多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这使得风湿病的诊断和治疗变得

相当复杂，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等多方面信息。第三，风湿病的长期性也是其疾

病特点之一，许多风湿病都是慢性疾病，病程可能长达

数年甚至数十年。患者往往需要长期接受药物治疗、物

理治疗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整，以控制病情、减轻症状、

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风湿病患者还需要定期复诊，接受

医生的评估和治疗方案的调整。

2��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基本原则

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基本原则，既体现了中医整体

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又结合了风湿病的发病特点和病

理机制。整体调节是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基础，中医认

为，风湿病虽以关节、肌肉等局部病变为主，但其发病往

往与全身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和有关。治疗时应从整体

出发，通过调理全身气血、阴阳平衡，达到改善局部病变

的目的[1]。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核心，由于风

湿病的病因、病理复杂多样，每个患者的临床表现也不尽

相同，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

详细的辨证分析，明确其病因、病机和病势，从而制定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标本兼治是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重要策

略，风湿病往往存在急性发作期和慢性缓解期，治疗时需

根据病情的不同阶段，既要针对当前的主要症状进行治

标，又要着眼长远，消除病因、调整脏腑功能以治本。扶

正祛邪也是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基本原则，风湿病多因正

气不足、邪气内侵所致，故治疗时应注重扶助正气，增强

机体抵抗力，同时祛除病邪，达到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留

邪的效果。内外同治是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又一特色，除

了内服中药汤剂、丸散膏丹等剂型外，还可结合中药外治

如针灸、推拿、拔罐、中药熏蒸等方法，以加强治疗效

果，缓解患者症状。

3��风湿病中医药治疗现状研究

风湿病中医药治疗现状研究是近年来中医药领域的

重要研究方向。目前，中医药治疗风湿病已经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治疗体系，包括中药内服、外治、针灸推拿

等多种治疗手段。在中药内服方面，中医药学家根据风

湿病的病因、病机和临床表现，筛选出了一批具有祛风

除湿、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等功效的中药，通过配伍组

合，形成了多种针对不同类型风湿病的中药方剂。这些

方剂在改善患者症状、减轻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功能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中药内服，中医药在风湿病

的外治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针灸、推拿、拔罐、中

药熏蒸等外治方法，能够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通过疏

通经络、调和气血、散寒除湿等方式，缓解患者疼痛、

肿胀等症状。这些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副作用小等优

点，深受患者欢迎。临床研究也在不断探索中医药治疗

风湿病的最佳方案，以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

量。尽管中医药在风湿病治疗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中药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仍

需加强，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疗效评价标准和体系尚需

完善等[2]。

4��风湿病中医药治疗应用研究

4.1  中成药在风湿病治疗中的应用
中成药是中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风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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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治疗中的应用历史悠久且疗效显著。中成药通常以固

定方剂的形式存在，经过现代制药技术的加工，使其服

用方便、剂量准确、药效稳定。针对风湿病的不同类型

和阶段，中成药的选择和应用也呈现出多样性。在风湿

病急性发作期，中成药的应用主要以清热解毒、活血化

瘀、祛风除湿为主。而在慢性期，中成药则更注重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关节功能、防止病情进展。如独活

寄生丸、大活络丸等，能够长期服用，以改善风湿病的

整体状况。中成药的优势在于其疗效确切、安全性高、

使用方便。中成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难以根据个

体情况进行灵活配伍、药效作用相对单一等。在风湿病

治疗中，中成药通常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与其他治疗方

法相结合，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随着现代科技的发

展，中成药的研发也在不断进步。通过临床试验和药理

学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中成药在风湿病治疗中的疗效

和安全性，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4.2  中草药在风湿病治疗中的应用
中草药作为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其独特的疗效和广泛的应用领域受到越来越多患者的青

睐。中草药治疗风湿病的优势在于其药效温和、作用持

久、副作用小。根据风湿病的不同证型，医生可以灵活

选择具有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等功效的中草

药进行配伍，形成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例如，对于风寒

湿痹型风湿病，可选用桂枝、麻黄、防风等温经散寒、

祛风除湿的中草药；对于湿热痹阻型风湿病，则可选用

黄连、黄柏、金银花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的中草药。

中草药治疗风湿病的疗效不仅体现在症状的缓解上，更

重要的是能够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关节功能，防止

病情进展。通过长期服用中草药，患者可以逐渐改善体

质，增强抵抗力，减少风湿病的复发和加重。中草药治

疗风湿病也存在一些挑战，中草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受到

药材质量、炮制方法、配伍比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

此需要严格把控药材质量，确保用药安全有效。中草药

的服用方式相对繁琐，需要患者有一定的耐心和依从

性。中草药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还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

4.3  针灸、理疗等中医治疗方法在风湿病治疗中的
应用

针灸和理疗作为中医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在风湿

病治疗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灸治疗风湿病，通

过针刺穴位，能够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调节机体免疫

功能，减轻炎症反应，缓解疼痛和肿胀，针灸治疗具有

操作简单、疗效确切、副作用小的优点，尤其适用于风

湿病慢性期和康复期的患者。在针灸治疗过程中，医生

还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艾灸、拔罐等其他中

医外治方法，以增强治疗效果[3]。理疗则是利用物理因子

如光、热、电、磁等作用于人体，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炎症消散，缓解肌肉痉挛和疼痛。常见的理疗方

法包括热敷、冷敷、电疗、磁疗等。理疗具有无创、无

痛、副作用小的特点，可以与针灸、药物治疗等方法相

结合，形成综合治疗方案。尽管针灸和理疗在风湿病治

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显著的疗效，但仍存在一些需要

注意的问题。如针灸治疗需要专业医师进行操作，以确

保安全有效；理疗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

合适的物理因子和剂量，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针灸和

理疗作为辅助治疗手段，需要与药物治疗等其他方法相

结合，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5��风湿病中医药治疗的临床疗效评估

5.1  临床案例研究
在风湿病中医药治疗的临床案例研究中，通过对大

量患者的观察和分析，发现中医药治疗在缓解风湿病症

状、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临床案例研

究显示，中医药治疗能够明显改善风湿病患者的关节疼

痛、肿胀、僵硬等症状。许多患者在接受中医药治疗

后，疼痛程度得到缓解，关节活动度也有所改善。中医

药治疗还能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减少炎症反应，从而

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临床案例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由于患者个体差异、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治疗方法的

多样性，使得不同案例之间的疗效差异较大。需要进一

步规范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和可比性，以便

更准确地评估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临床疗效。

5.2  以实例案例分析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具体效果
以一位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年女性患者为例，

她长期受到关节疼痛、肿胀、晨僵等症状的困扰，严重

影响了生活质量。在接受中医药治疗后，她的症状得到

了明显改善。该患者经过中医辨证论治，医生为其开具

了具有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等功效的中药方

剂。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她的关节疼痛和肿胀明显减

轻，晨僵现象也有所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睡眠质量

也得到了提升，整体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这个实例

充分展示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具体效果。

5.3  临床观察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疗效
为了更客观地评估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疗效，进行

一系列的临床观察研究。这些研究采用了随机对照试

验、前瞻性队列研究等方法，对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疗

效进行了系统评价。在随机对照试验中，将患者随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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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药治疗组和西药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的症状改善情况。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组的患者

在关节疼痛、肿胀、晨僵等方面的改善程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中医药治疗组的患者还表现出更好的生活质量改

善和较低的复发率。在前瞻性队列研究中，观察了一组

接受中医药治疗的风湿病患者，记录他们在治疗过程中

的病情变化。通过对比治疗前后的数据，发现中医药治

疗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炎症指标，如红细胞沉降率、C反
应蛋白等，同时提高关节功能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这

些临床观察数据为我们评估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疗效提

供了有力支持，尽管中医药治疗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如西

药迅速见效，但其疗效持久、副作用小的特点使得其在

风湿病治疗中具有独特的优势[4]。中医药治疗还能根据患

者的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治疗，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需要注意到，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疗效评估仍存在一些

挑战，风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多样，不同患者之

间的病情差异较大，使得疗效评估的难度增加。中医药

治疗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

究以揭示其疗效机制。

6��风湿病中医药治疗展望

风湿病中医药治疗作为传统医学的瑰宝，已经在临

床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广阔。中

医药治疗风湿病的理论基础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通过深入挖掘传统医学经典和现代研究成果，可以更加

准确地理解风湿病的发病机制和中医药的治疗原理，为

临床提供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中医药治疗风湿病的药

物研发将取得新的突破，借助现代药理学、分子生物学

等技术手段，可以筛选出更多具有抗风湿活性的中药成

分，并研发出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中药制剂。这将

为风湿病患者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治疗选择。中医药治

疗风湿病的方法和技术也将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中药

内服和针灸推拿外，还可以探索中药外治、中药浴、中

药熏蒸等新型治疗方法，以满足不同患者的治疗需求。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互联网、大数据等，我们可以建

立更加完善的远程诊疗和健康管理平台，为患者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中医药治疗风湿病在国际上的认

可度也将不断提升，随着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

应用，越来越多的国际患者将受益于中医药治疗风湿病

的独特优势。

结束语

回顾风湿病中医药治疗的研究进展，我们深感中医

药的独特魅力和巨大潜力。展望未来，充满期待，相信

在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风湿病中医药治疗

将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也将继续加强与国际间的

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医药治疗风湿病走向国际舞台，为

全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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