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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Based on Professor WANG Qi's "Three Theories of Pathogene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athogenesi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using classical formulas for different stages of chronic prostatitis. Chronic
prostatitis, a common disease of the male genitourinary system, can have its disease course divided into early-middle and late
stages. In the early-middle stage, the pathogenesis is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heat and toxins.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is to clear heat and remove toxins, as well as drain dampness and eliminate turbidity. However, the excessive use of cool
and cold-natured medicines should be avoided. In this stage, the treatment goal is to alleviate urinary discomfort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type 域 and type 芋A chronic prostatitis. Treatment can involve the use of modified formulas such as Danggui Beimu
Kushen Pill with additions like Shigao (Gypsum Fibrosum), primarily in decoction form to leverage its rapid efficacy and the
flexibility for adjustments. In the late stage, the pathogenesis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twined blood stasis and turbidity.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is to circulate blood and transform stasis, as well as drain dampness and eliminate turbidity. The treatment
goal in this stage is to restore the normal physiological state of the prostate in patients with type 芋B and 郁 chronic prostatitis.
Formulas such as Guizhi Fuling Pill and its modified formulas can be used, with pills or powders as the main dosage for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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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rage their advantages of sustained and mild therapeutic effects. During the recovery phase,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ting
constitution when there are no symptoms" should be followed. For patients with common damp-heat and blood stasis constitutions,
herbs or ingredients that circulate blood and drain dampness can be combined to prepare medicated diet for daily maintenance.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chronic prostatitis; classical formulas; dosage forms of Chinese medicines; Three Theories of Pathogenesis;
pathogenesis characteristics; WANG Qi

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常见疾病之一袁临床主要

表现为泌尿道感染尧排尿症状和盆骨区域疼痛等袁现
代医学以抗菌和对症治疗为主袁目前尚缺乏单一有

效的治疗方案[1]遥 慢性前列腺炎作为中医治疗的优

势病种之一袁在个体化和综合治疗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2]遥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琦教授认为袁慢性前列腺炎

病机复杂袁临证应根据各阶段的疾病证候特点分期

论治袁并且提出当归贝母苦参丸尧薏苡附子败酱散尧
桂枝茯苓丸等经方作为代表性用药[3]遥 周青教授师

从王琦院士袁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推崇经方的运用袁并
且依据王琦教授关于慢性前列腺炎的野病机三论冶认
识指导临床治疗袁屡获良效遥在继承中不断完善慢性

前列腺炎的经方治疗策略袁周青教授认为袁通过野辨
体-辨病-辨证冶三辨诊疗模式选用精准的经方和适

宜的剂型是保障中医疗效的关键环节[4]遥 叶神农本草

经窑序录曳载院野药性有宜丸者袁宜散者袁宜水煮者袁宜
酒渍者袁宜膏煎者袁亦有一物兼主者袁亦有不可入汤尧
酒者遥冶叶黄帝内经曳等书中亦载有汤尧丸尧散剂等多种

传统中药剂型袁通常方名由君药和剂型名称组合而

成袁强调了方药和剂型对于疗效的重要性[5]遥 因此袁
尝试以王琦教授关于慢性前列腺炎的野病机三论冶
认识为基础袁分析归纳疾病不同阶段的病机特点尧
经方用药以及中药制剂应用特点袁以期为中医男科

慢性前列腺炎提供规范的临床诊疗思路遥
1 野病机三论冶认识基础

王琦教授指出袁慢性前列腺炎病因病机的复杂

多样性袁强调依据不同时期的证候特点采取相应的

治疗策略袁总结提出热毒蕴结尧瘀血尧瘀浊阻滞三大

主要病机[6]遥 3 种病机分别代表慢性前列腺炎不同的

病程阶段袁随着病邪迁延不愈袁病机由热毒蕴结证候

逐步进展为瘀血和瘀浊阻滞证候遥 慢性前列腺炎治

疗策略应根据病机的变化逐步调整院疾病初中期热

毒邪蕴结袁治法应以清热解毒为主曰病程迁延至后期

瘀浊互结袁治法应调整为排浊化瘀遥这一诊疗思路由

王琦教授总结凝练为野病机三论冶认识[6]袁充分体现

了中医辨证施治和整体治疗观袁同时结合现代医学

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袁提出精准个体化的综合治疗

方案遥
对于初中期慢性前列腺炎袁王琦教授常从野热毒

蕴结论冶辨治遥这一时期患者多表现为尿频尧尿急尧尿
痛尧排尿困难等泌尿道症状袁归属于中医学野淋证冶范
畴袁辨证当属于热淋遥 不同于传统从湿热论治袁王琦

教授强调野热毒冶蕴结于前列腺局部会导致持续炎症

状态遥根据临床特征表现袁此阶段涵盖了现代医学域
型和芋A 型慢性前列腺炎遥 域型慢性前列腺炎通常

伴有感染因素袁而芋A 型慢性前列腺炎则往往与非

细菌性慢性前列腺炎渊或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冤相
关袁呈现出持续的尿路症状和前列腺疼痛遥传统中医

的清热利湿法不能完全契合慢性前列腺炎的病机特

性遥 因此袁王琦教授主张侧重于清热解毒袁辅以利湿

排浊袁治疗目标以快速缓解患者泌尿道症状为主遥
对于后期慢性前列腺炎袁王琦教授常从野瘀血

论冶野瘀浊阻滞论冶辨治遥这一时期患者多表现为慢性

疼痛尧前列腺增大或实验室检查异常等袁例如血液流

变学异常尧前列腺结节等袁主要与慢性炎症的长期刺

激导致前列腺纤维化尧结节形成等病理变化相关袁中
医学病名归属于野癥瘕冶袁强调瘀血和瘀浊为关键病

因袁辨证多为瘀浊互结证遥本阶段涵盖了现代医学芋
B 和郁型慢性前列腺炎袁芋B 型慢性前列腺炎主要

表现为前列腺局部的慢性疼痛袁通常伴有血液流变

学异常袁而郁型慢性前列腺炎表现为前列腺腺体的

明显纤维化遥中医治法推崇野腑以通为用冶袁通法作为

后期治法核心袁通过活血化瘀消除野癥瘕冶袁通过利湿

排浊使瘀浊外排袁从而恢复前列腺导管通畅袁以根治

疾病遥
分期辨证施治模式体现了慢性前列腺炎的进展

性与阶段性变化袁应根据不同病程阶段灵活调整治

疗策略袁充分发挥中医个体化治疗的优势遥在临床实

际中袁大部分患者为寒热夹杂证袁整体以热毒和瘀浊

为病机特点贯穿疾病始终遥初中期以热毒为主袁后期

以瘀浊为主袁治疗策略应当结合疾病分期和证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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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袁组合制定不同的经方用药和剂型遥
2 经方分期应用特点

2.1 初中期治以当归贝母苦参丸加滑石等类方

根据初中期野热毒蕴结冶的病机特点袁进一步提

出清热解毒法和利湿排浊法为主要治法遥 王琦教授

认为袁单纯清热利湿法不足以祛除热毒之邪袁因此治

疗方药推荐当归贝母苦参丸加滑石遥 叶金匮要略窑妇

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十二曳载院野妊娠袁小便难袁饮食

如故袁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遥 冶王琦教授和国医大师

段亚亭根据方后注野男子加滑石半两冶袁指出此方可

以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小便难[7]遥 该方中

的当归为药性偏温之品袁使该方具有寒温兼施的配

伍特点及效用遥 对此袁王琦教授认为袁初中期虽以清

热解毒法和利湿排浊法为主袁但忌讳一味地运用苦

燥寒凉尧清热解毒的药物袁应佐以温阳散寒药物以防

湿遏伤阳遥 当归性温袁味辛尧甘袁兼具补血尧活血尧行
气之效遥浙贝母性寒袁味苦袁多用于治疗各类痰热证遥
苦参性寒袁味苦袁具有较强的清热燥湿尧解毒杀虫药

效遥 苦参配伍浙贝母发挥清热解毒之效袁再合滑石

能增强利湿排浊的药力袁反佐以当归能促瘀浊排散

而不伤阳气遥 此外袁根据慢性前列腺炎初中期的病

机特点和王琦教授的临床经验袁经方中的薏苡附子

败酱散药效特点同样能契合初中期慢性前列腺炎的

治法遥 薏苡附子败酱散为叶金匮要略窑疮痈肠痈浸淫

病脉证并治第十八曳中治肠痈的主方袁方中薏苡仁利

湿排浊袁配伍败酱草清热解毒袁轻用附子护阳散寒遥
该方药性及配伍特点与当归贝母苦参丸加滑石相

似袁可用作备选的临床方剂袁相关研究报道该方用于

慢性前列腺炎临床疗效良好[8]遥
结合近年来相关研究报道和临床实践袁临证针

对初中期湿尧热尧毒重甚者袁可考虑运用桃核承气汤

急解膀胱之热[9]遥 叶伤寒论窑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曳载院
野太阳病不解袁热结膀胱袁其人如狂遥 冶原文描述此方

为太阳病证解后袁主治热结膀胱和血瘀少腹的经方遥
方中含有调胃承气汤之芒硝尧大黄尧甘草袁能泻热通

便而利小便曰桃仁活血破瘀袁合用大黄苦寒袁瘀热并

治曰配伍桂枝袁助血脉通行又防寒凉凝血之弊遥 兼证

加减用药中袁可选用虎杖尧蒲公英尧红藤尧野菊花尧马
齿苋尧车前草之类袁以加强清热解毒之药效遥
2.2 后期治以桂枝茯苓丸等类方

根据后期野瘀血冶野瘀浊阻滞冶为主尧野热毒蕴结冶

为次的病机特点袁此阶段的方药应针对患者血液流

变异常或增生结节袁施以活血化瘀尧祛瘀排浊之品遥
桂枝茯苓丸为活血利水的经方代表袁叶金匮要略窑妇

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十二曳描述其主治野妇人宿有癥

病冶袁被广泛用于病程日久的血瘀癥积证遥 桂枝茯苓

丸药性和缓袁尤善缓消癥块袁方中桃仁尧牡丹皮尧赤芍

主要发挥活血化瘀之效袁同时能清热以防化热生火遥
桂枝辛温行气活血袁叶本草纲目窑木部曳言其野能宣导

百药袁通血脉冶袁增效于活血消癥袁又能使阳气无伤遥
茯苓在此方中的配伍特点与当归贝母苦参丸加滑

石的组方思路相似袁意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中发

挥通利小便尧祛瘀排浊的药效遥 整方药性平和且寒

热兼顾袁可广泛用于寒证或热证之血瘀袁同样能契

合慢性前列腺炎后期野腑以通为用冶的中医治法核

心遥 结合王琦教授的学术经验袁周青教授提出当归

芍药散同样具备活血利水尧化瘀消癥之效袁可作为

后期的备选治疗方药之一遥 方中当归尧川芎尧赤芍活

血化瘀袁茯苓尧泽泻尧白术利水渗湿袁同时兼具补气生

血之效遥 因此袁对于慢性前列腺炎后期兼虚证患者袁
可以优先选择当归芍药散作为基础治疗方袁尤其针

对慢性前列腺炎/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芋型伴有明

显疼痛症状者[10]遥
临证中针对瘀血尧瘀浊难治者袁可以考虑运用经

方中的破血逐瘀方袁例如抵当汤尧下瘀血汤以及大

黄庶
虫广虫丸[11]遥此三方组方相似袁均有大黄尧桃仁袁活血

化瘀遥相较于初中期应用的桃核承气汤袁此三方在其

基础上袁增加水蛭尧虻虫尧庶虫广虫等虫类药物袁具有更

强的破血消癥药效遥 其中袁大黄庶
虫广虫丸包含抵当汤尧

下瘀血汤的所有药物组成遥 叶金匮要略窑血痹虚劳病

脉证并治第六曳载大黄庶
虫广虫丸主治野内有干血袁肌肤

甲错袁两目黯黑袁缓中补虚冶袁其能治疗瘀血日久之重

证遥 因此袁对于慢性前列腺炎后期辨证为瘀血重证

者袁可以考虑运用大黄庶
虫广虫丸遥 化裁加减用药中袁可

选用土鳖虫尧地龙尧三棱尧莪术尧乳香尧没药等药袁以加

强化瘀排浊之药效遥
3 剂型分期应用特点

叶黄帝内经曳通常将君药与剂型结合进行命名袁
如兰草汤尧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尧泽术麋衔散等遥 不同

中药剂型的药效特点对应不同的疾病特性袁对此

叶神农本草经窑序录曳中载野并随药性袁不可违越冶袁即
为先贤嘱后世医家应遵循药物性质选用剂型遥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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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曳和明代叶本草纲目曳等书

中对中药剂型制法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袁不同剂型

制备方法会赋予药物不同的药性特点袁如药物稳定

性尧药效时间和不良反应等遥
3.1 初中期急用宜汤剂

汤剂是中国最早广泛运用的药物剂型袁也是现

代中医男科最常用的中药剂型之一遥 叶金匮玉函经窑
卷一曳载院野若欲治疾袁当先以汤洗涤五脏六腑袁开通

经脉袁理导阴阳遥 冶反映汤剂药效快速尧灵活加减等

优势袁但其同样具有制备过程烦琐尧保存和携带不方

便等缺点袁限制了临床患者的依从性[12]遥 因此袁临床

常将汤剂用于疾病的起始阶段袁给药途径包括汤剂

口服尧汤剂坐浴尧汤剂熏洗尧汤剂灌肠等遥
野热毒蕴结论冶反映慢性前列腺炎初中期以热毒

为主要病邪袁证候表现为尿频尧尿急尧尿痛尧血尿等排

尿不适遥 此阶段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患者泌尿道不

适症状袁同时因病机复杂需要根据兼证加减化裁组

方遥 因此袁汤剂的个体化组方和快速取效的剂型优

势袁能与初中期慢性前列腺炎病性特点相互契合袁因
此袁目前多数医家治疗慢性前列腺炎首选汤剂[13]遥王

琦教授常将当归贝母苦参丸尧薏苡附子败酱散用作

汤剂口服袁以快速缓解初中期患者的泌尿道不适症

状遥 此外袁研究证实汤剂通过灌肠尧熏洗尧坐浴等外

用途径亦能取得良好疗效[14-16]遥
3.2 后期久服宜丸散剂

中药丸剂和散剂同为历史悠久的中医传统剂型

之一袁相对于汤剂而言袁传统散剂优势在于制作简

便袁并且便于携带和保存遥 传统丸剂的特点为野丸
者袁缓也冶袁效用缓慢而持久袁适用于长期调理[12]遥 因

此袁中药丸散剂临床上常用于慢性疾病患者袁给药途

径主要为丸散剂口服遥
野瘀血论冶野瘀浊阻滞论冶强调慢性前列腺炎后期

的核心病机为瘀血尧瘀浊阻滞遥 前列腺蕴结病邪日

久形成野癥瘕冶袁治法上需要用活血化瘀法和祛瘀排

浊法逐渐消除病灶遥 此阶段王琦教授常用桂枝茯苓

丸袁概括此方功效特点为缓消癥块袁正如叶金匮要略

方义窑桂枝茯苓丸曳方义分析院野本方为化瘀消癥之缓

剂冶遥 目前袁已有关于中药散剂和丸剂运用于慢性前

列腺炎治疗的研究报道袁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提供

了更多的长期治疗选择袁同时具备稳定的药效和便

捷的服用保存方式[17-18]遥 根据上述慢性前列腺炎后

期的病机特点分析以及王琦教授学术经验袁推荐这

一时期继续沿用桂枝茯苓丸作丸剂和当归芍药散作

散剂的剂型方案遥
3.3 愈后阶段宜药膳调养

药膳调理是一种将中医健康养生理念与日常饮

食相结合的防治策略遥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袁根据

食物的不同性味指导饮食方法袁并且与中药配伍制

成膳食袁从而达到日常养生尧调理防治的作用遥 此法

亦可运用于慢性前列腺炎愈后阶段的日常调养遥 王

琦教授认为袁临床多数慢性前列腺炎病程较长袁病情

常反复发作袁因此袁应重视愈后患者的日常调护遥 患

者痊愈后通常无明显中医证候特征袁此阶段可以借

鉴王琦教授野无证候则辨体质冶的诊疗思路[19]袁即通

过辨识中医体质袁指导愈后男性的药膳调养遥
结合相关体质研究进展袁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主

要表现为湿热体质和血瘀体质[12]遥 因此袁可以选取清

热利湿和活血化瘀的中药材袁并与日常食材进行结合袁
形成相关药膳产品遥 依据叶中国药膳大辞典曳挖掘分析

常用药膳类型袁依次为菜肴尧茶饮尧粥食尧糕点等[20]遥
故临床医生可以组合运用清热利湿和活血化瘀药

材袁例如五指毛桃尧茯苓尧薏苡仁尧当归尧丹参尧红花

等袁制成冲泡的茶饮尧熬煮的粥食以及炖煮的肉类遥
这类药膳不仅能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袁还能帮助日

常生活调理和防病养生袁展现了中药在治疗方面的

多重优势[21-24]遥
4 传统中药剂型优化创新

现代制药工艺的进步丰富了慢性前列腺炎的治

疗手段袁但目前指南推荐的中医治疗方案中仍以汤

剂尧丸剂尧胶囊剂为主[25]遥 胶囊剂可以看作中医传统

散剂的优化升级遥 因部分药材难以打磨尧易吸潮变

质以及口感欠佳袁限制了中药散剂在临床的应用袁
而现代胶囊剂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散剂的缺陷遥
目前袁胶囊剂在中医男科被广泛运用于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袁相关临床疗效和药物机制研究不断丰富尧
完善[26-27]遥

此外袁现代中药剂型不断基于传统剂型创新优

化袁例如结合分子生物尧纳米技术等袁改善了药物的

生物利用度尧释放控制以及患者的服用便利性[28]遥 例

如袁通过现代工艺对中药汤剂尧丸剂尧膏剂的改良袁发
展出了口服液尧滴丸剂尧凝胶膏剂等新型制剂 [5]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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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现代剂型可作为传统中药剂型的临床替代方案遥
尽管这些现代中药剂型已在临床上初步展现出其

优势袁但仍需要通过长期的疗效观察和循证医学研

究来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遥 在未来袁传统中药理

论与现代制药技术创新相结合袁将进一步丰富慢性

前列腺炎的治疗策略遥
5 结语

慢性前列腺炎作为男性生殖泌尿系统的高发疾

病袁其复杂的病理机制及多样的临床表现袁导致目前

临床治疗仍面临诸多难点遥 本文以王琦教授论治慢

性前列腺炎野病机三论冶学术思想为基础袁总结慢

性前列腺炎初中期尧后期不同阶段的病机特点袁探
索并构建经方分期治疗策略尧中药剂型配伍以及药

膳调理的诊疗体系袁以期为慢性前列腺炎诊疗提供

借鉴与思路袁以飨同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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