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医 流 派 多
样 性 的 重 塑 是 学
术 繁 荣 的 重 要 动
因 。 不 同 中 医 学
术 流 派 的 共 同 点
在 于 都 有 鲜 明 独
特的学术思想，稳
定的学术体系，以
及 完 整 的 学 术 群
体 。 中 医 流 派 的
多 样 性 是 中 医 水
系 不 断 流 的 重 要
因素，流派之间相
互 切 磋 互 补 是 形
成理论张力，推动
中 医 学 发 展 的 重
要 存 在 。 一 年 多
来，我市深入研究
师怀堂、刘绍武、
李定明、赵永强、
原培谦、王佐明、
栗书元 7 位中医名
家的学术思想、临
床经验，建设流派
工作室，举办医学
流派学术讲座，为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时代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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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氏疡瘤学术流派，始创于清
朝末年，源于晚清秀才栗汉章中医
疡科，历经百余年五代传承人的临
床 实 践 和 发 展 推 广 ，现 已 自 成 体
系。学派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疗“疡
瘤”，内服外治、表里同调，把“外疡”
与“内瘤”的机制结合起来，提出其
共同目标为祛邪扶正，调和共生；共
同治法为发表清里、解毒扶正、托毒
生肌。首次提出“内瘤”的传变规律
为“皮、肉、脉、筋、骨”五体发生发展
规律，由浅入深、由局部至全身。五
体在外，五脏在内，五脏是五体的基
础，五体是五脏功能的外在表现,五
体五脏实为一体，通过经络气血相
连。而五体在外，成为保护内在脏
腑，抵御外邪的重要结构。在流派
学术思想指导下，形成了3个内服协
定处方和3个外用协定处方，同时联
合 10 余种传统外治法，形成 4 个流
派优势病种，临床治疗中，在内服中
药基础上常联合针刺、中医外治法，
治疗肿瘤各种并发症及放化疗毒副
反应，“内服外用”“针药并用”，以达
到内外同调、扶正祛邪，临床疗效显
著，受到患者广泛赞誉。

栗氏疡瘤学术流派第四代传承
人、山西省老中医药专家、长治市中
医医院肿瘤科学术带头人栗书元，
躬耕中医肿瘤诊疗领域 40 余载，秉
承“以人为本，扶正抗癌”的理念，始
终坚持中西并重、针药并施、内外兼
治，在潜心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实
践的过程中主张传统疗法，重点阐
释“外疡内瘤”的病因病机特点和

“皮、肉、脉、筋、骨”五体传变规律，
以人为本、以瘤为标，中西融合扶正
抑瘤，对中晚期患者扶正培本带瘤
生存提供了遵循依据。

为深入研究栗氏疡瘤学术思
想，在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栗氏疡
瘤学术流派第五代传承人王贝贝、
王晓强、张占军、葛国艳等，在栗书
元“以人为本，扶正抗癌”理念上精
钻细研、深耕厚植，努力提升肿瘤防
治诊疗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加可及、
均衡、普惠的健康服务，以实际行动
做好长治人民的健康“医”靠。

栗氏疡瘤学术流派

“新九针疗法”作为我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山西省针灸研究所首
任所长师怀堂教授阅古籍、参新论，
经过 50 余年的中医针灸临床实践、
反复探索、大胆革新，潜心研制出的
九种针具。打破针灸治疗传统的单
一制毫针或单一针具施治的局限
性，强调发挥不同针具的特异性、整
体性治疗作用。它虽源于古九针，
但在外形、针法及适应范围等都与
古九针有较大的区别。

2023年，长治市中医传承创新发
展示范试点项目开展以来，长治市中
医医院康复医学科作为新九针流派
研究室项目建设主体，在市委市政
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指导下，制
定了以“借助新九针技术研究室平
台，深挖新九针技术与长治市的历史
渊源，梳理新九针在长治地区的学
术传承脉络，调研新九针技术在长
治地区的流传情况，收集整理新九
针技术的优秀病例，提高新九针技
术在长治地区使用率，提高新九针技
术从业者的操作水平”的工作思路。

长治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宗倩倩
是新九针学术流派工作室负责人，
也是“新九针”的第三代传人，根据
新九针创立的新九针疗法，在针灸
治疗过程中根据疾病发展的不同阶
段，合理选用不同针具，针药并举、
中西医并重，将筋膜技术与新九针
完美结合，特别是将新九针疗法应
用于疼痛性疾病中，疗效显著，获得
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新九针学术流派

中医学术流派是在长期历史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到的学术思
想及临床诊疗技艺，有清晰的学术
传承脉络和一定历史影响及公认度
的学术派别。

脾胃杂和学术流派，源于名医
姜 济 怀 先 生 的 家 传 医 学 ，至 今 有
150 多年的历史。第二代传承人山
西省名中医姜佐周先生，师从其叔
姜济怀先生，从医 70 余载，尤其注
重脾胃的调理，主张“以平为期、以
和为贵，气宜畅、血宜通、脾宜健、
肝宜疏”的学术思想。第三代传承
人、山西省名中医、长治市中医医
院名中医赵永强，是姜佐周的关门
弟子，在 40 余年的临证实践中，遵
循姜老的学术思想，将其深化，逐
渐形成了“杂从脾胃、治以调和”
学术思想。无论是内科、妇科、儿
科、皮肤科等的疾病，还是各种疑
难杂症皆可从脾胃入手，以求达到
形神俱佳、气血平和之目的。

中医的传承与发展，是需要一
代一代中医人用推陈出新的理念去
引领的。为使“杂从脾胃、治以调
和”研究成果真正发挥承上启下的
作用，赵永强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用电脑一字一句地敲出了《杂从脾
胃，治以调和》书稿，既是对传统中
医辨证方法的创新，又为学习中医
辨证论治的初学者提供了简明、通
俗的宝贵资料。并通过日常诊疗实
践、推进流派交流考察、举办学术研
讨会议、推广流派特色诊疗等方式，
深入推进了脾胃杂和学术流派的传
承工作。

目前，第四代中医师承弟子们
发挥“脾胃杂和”思想，临证实践于
内、外、妇、儿各科，形成了“调枢、调
痰、调肺脾”治疗肺病；“调气疏情
志、理血调枢机、祛瘀重养血”治疗
妇科疾患；“治心常调中、中和心自
安”治疗心病；“脑病从脾胃、祛瘀化
浊痰”治疗脑病的理念。对提升我
市中医整体学术水平，满足广大群
众看病就医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脾胃杂和学术流派

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不同医学
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医学术发
展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两千年中医
学发展规律中的独特现象，推动了
中医学的不断发展。

三部六病学说是由著名中医学
专家刘绍武创立的医学理论，以“三
部六病”立说，临证善用经方，继承
又善创新，总结提出了中医“三部六
病”的理论框架，以三部定位、六病
定性，衍为三部六病学说，自成一
家，自立一派，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
医学术流派，现已经过三代人的传
承与发展。它鲜明的学术特点吸引
了更多学者及中医药爱好者，为推
广研习经方，丰富中医学流派，助力
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刘绍武一生广收良徒，弟子众
多，各弟子因不同的学习背景对三
部六病学说形成不同的研究方向。
长治市中医医院省级名中医高洪平
作为第二代传承人和三部六病学术
流派工作室负责人，在中医经典理
论、临床诊疗案例、学术思想传承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完整、系统的整
理、应用和挖掘，进一步推进了三部
六病学术流派的传承工作。通过完
善三部六病学术思想，创新流派学
术成果，应用流派特色技术，建设流
派示范门诊，培养流派传承人才，宣
传流派特色文化，打造具有一定社
会影响力的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
室等形式，为我市中医药继承与创
新工作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三部六病学术流派

王佐明，山西省名中医，长治市
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心肾科主任。
在 40 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气
血痰三因同治学术思想。2024 年 2
月，长治市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结
合近 40 年的临床病例收集和整理、
分析，最终明确了王佐明气血痰学
术思想的内容，为进一步继承及创新
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为深入研究王佐明学术思
想，该院还成立了工作组，并得到了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不仅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
持，还推动了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
其中，不少珍贵的中医典籍满足了查
找文献所需；专门的中医药实验室建
设，也为研究王佐明经验方提供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为研究王佐明学术思想，长治市
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在仅有 90 余张
床位、年出院 3000 余人、门诊 20000
余人的背景下，配备了 50 余人组成
的医疗团队进行研究。同时与振东
制药合作，对六个中药协定处方进行
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为传承发展王佐明学术思想，目
前在沁源县中医医院、沁县中医医
院、屯留区中医医院、平顺县中医医
院、黎城县中医医院等均有其继承
人，成为王佐明气血痰三因同治流派
的核心团队，为更好地研究王佐明学
术思想提供了重要基地。通过开设
课程、举办讲座、开展科研实践等方
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继承人才。这
些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中医药理论
基础和实践能力，还具备一定的科研
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气血痰三因同治学术流派

上党地区，作为我国中医药文
化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之 一 ，孕 育 出 了
众 多 独 具 特 色 的 中 医 学 术 流 派 。
其 中 ，开 痞 通 降 学 术 流 派 以 其 对
脾 胃 病 的 独 特 见 解 和 卓 越 疗 效 ，
在当地的中医药领域占据着重要
的地位。

近 50 年来，以原培谦为代表的
长治市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脾胃病
科的三代医务工作者，以中医基本
理论为指导，针对消化系统“痞、胀、
满、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疾病不
断摸索、总结。他们在临床实践中
发现，脾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其
功能的正常运转对于人体的健康至
关重要。而“痞、胀、满、痛”等症状，
往往是脾胃功能失调的外在表现。
基于此，他们逐步凝练出开痞通降
学术思想，为脾胃病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开痞通
降学术思想，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培
训班等方式，积极开展学术流派的
传承工作。基于开痞通降学术思
想，在临床治疗上不断探索创新治
疗方法。除了传统的中药方剂治疗
外，还结合针灸、推拿、艾灸等中医
特色疗法，以及现代医学检查手段
和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更加综合、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验证，开
痞通降学术流派的治疗方法在治疗
脾胃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
效。许多患者经过治疗后，消化系
统的症状得到明显缓解，生活质量
得到提高，对该学术流派的认可度
也不断提升。该学术流派在当地乃
至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吸引了大量患者前来就诊。

开痞通降学术流派

路氏针灸学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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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氏疡瘤学术流派——栗书元

开痞通降学术流派——原培谦

气血痰三因同治学术流派——王佐明

新九针学术流派——宗倩倩

路氏针灸学术流派——路怀忠

三部六病学术流派——高洪平

脾胃杂和学术流派——赵永强

上党地区有着深厚的中医文化
底蕴和丰富的医学传承，为路怀忠针
灸学术流派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当地中医师们积累了大量的临床
经验和独特的治疗方法。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治市中
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原晋东南中医医
院）以李定明、路怀忠为首的针灸团
队就开始了针刺治疗脑血管疾病的
研究，李定明教授致力于针刺治疗脑
病急重症研究，其以风府、哑门为主
穴的针刺疗法治疗脑系科疾病造诣
颇高，其科研项目曾获山西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山西省名中医路怀忠主
任医师及其团队在此基础上深入研
究和实践，传承创新，形成了别具特
色的路氏针灸学术流派。路怀忠主
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中医专
业，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他长
期在临床一线从事针灸领域的诊疗、
科研、教学工作，近 40 年的临床实践
中，重经而深研《灵枢》《太素》，善于
汲取古今医家经验，不断钻研探索，
最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针灸学术思
想与经验。其团队，历经几代人的传
承创新，不断拓展其治疗范围，充实
理论基础，形成上党地区特有的针灸
学术流派。近 50 年来，长治市中医
研究所附属医院脑病科经三代医务
工作者的传承与发展，以中医基本理
论为指导，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将其
上升到理论高度。郭晋斌主任医师
全面总结了路怀忠主任医师的学术
思想和内涵，奠定了路氏学术流派的
坚实基础。该流派及其团队在治疗
中风病、后循环缺血性眩晕等脑科疾
病方面成效显著。第三代路氏针灸
继承者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注重与
现代医学、康复医学等多学科的融
合，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
开展相关科研项目，如探索针刺治疗
与神经康复、生理调节机制等方面的
关系，为流派理论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使其更具科学性和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