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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饪之邪”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启示
● 翁开种 郑 峰▲

摘 要 自我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被发现以来，滥食野生动物因可能是疫情暴发的诱

因而引发了国民热议。“馨饪之邪”是不合理饮食的古称，“食伤脾胃”是“馨饪之邪”致病的原因。任

何与脾胃相关的疾病都不能忽视“馨饪之邪”的影响，而重视脾胃功能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的重

点。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馨饪之邪”的探讨来对现今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提供一些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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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
ease，COVID-19）病例被发现以来，因曾被怀疑是接触

携带病毒的野生蝙蝠而感染发病，故滥食野生动物一

度成为国民讨论的热点并且受到口诛笔伐。饮食作

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一旦流于口欲便会失去控

制，甚至成为暴发疫情的源头，造成难以挽回的可怕

后果。饮食在中医古籍中又称为“馨饪”，不正常的饮

食又名“馨饪之邪”，是导致疾病的原因之一。本文旨

在通过对“馨饪之邪”的探讨以期对现今流行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提供一些启示。

1 “馨饪之邪”的理论来源
馨饪之邪出自《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第一》：“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馨

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馨饪者，饮食也，民以食

为天，饮食何以为邪作病？《金匮要略》中接着论述：

“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

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

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从中不难看出，

“食伤脾胃”是“馨饪之邪”致病的原因。邪者，“斜”

也，不正为斜，故馨饪之邪指的是不正常的饮食，而正

常饮食是不会损伤脾胃的，自然也就不易引起疾病。

有关“馨饪之邪”，中医典籍中记载颇多。《素问·痹论》

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指出饮食若不注重节制，

一味暴饮暴食，就会造成肠胃的损伤。《灵枢·小针解》

亦云：“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千金

要方》则描述得更为具体，认为“饱食即卧，乃生百

病”。脾胃派的创始人李东垣更是明确指出：“内伤脾

胃，百病由生。”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馨饪

之邪”的危害。

2 “馨饪之邪”致病机理
2. 1 病因病机概述 “馨饪之邪”指的是不正常的饮

食，包括饮食不洁和不节饮食两方面。前者侧重在不

干净的食物；后者侧重在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如暴饮

暴食或节食减肥等）。不正常的饮食容易损伤肠胃，

危害身体健康，诱发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其影响健康

的病因病机也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为病从口

入，即进食了不干净的食物，如食用了携带病毒的野

生动物，外来邪气直接作用于人体，造成脏腑功能失

调，从而引发疾病；其二为脏腑功能的紊乱，如长期暴

饮暴食或节食减肥，脾胃受损，运化失司，脏腑功能紊

乱，百病由生，若在此时受到外来邪气的侵扰，亦会加

重病情。《灵枢·百病始生》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

不能独伤人。”《金匮要略》曰：“夫病固疾，加以卒病。”

正气亏虚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原因，因而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有着轻重程度的区别，其本质在于人体自身正气

的强弱不同，对外来邪气的反应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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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馨饪之邪”与脾胃 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精

微的运化产生皆有赖于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转，如《素

问·平人气象论》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人无胃气

曰逆，逆者死。”脾胃为人体日常的机能活动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故脾胃受损，则人体的脏腑功能必将

失调。又谓：“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

胃气亦死。”指出饮食水谷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胃气

一旦衰败，气血生化乏源，则百病丛生。《脾胃论》认为

“历观《内经》诸篇而参考之，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

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

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诸病之所由生

也”，又指出“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 ，四

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以上各篇皆论述

了脾胃对人体的重要作用，“馨饪之邪”作为直接关联

脾胃的邪气，不仅可以毒从口入对脾胃产生直接的损

害，而且还可以通过干扰脾胃的正常功能而作病。

3 “馨饪之邪”与武汉疫情
尽管目前由野生蝙蝠引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

播的证据尚未明确，但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疫情传播的

例子却并不少见。如因捕食旱獭造成青海等地鼠疫

爆发、2013年非洲流行的埃博拉疫情，还有目前全世

界流行的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布氏杆菌病等无不

与动物有关。因此，如何避免“馨饪之邪”病从口入就

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了。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仍

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传播，我国的防控形势依旧严

峻，而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杜绝“馨饪之邪”的产生，可

从源头上减少病毒的传播，是预防疫情流行的有效举

措。同时，一日三餐的合理搭配、规律进食，避免暴饮

暴食造成的肠胃疾病，不仅可以祛除“馨饪之邪”的不

利影响，还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机体抵御新

型冠状病毒的能力，为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提供可

能，可谓一举两得。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

变化，饮食偏嗜及胡吃海塞造成“馨饪之邪”的不良影

响日益扩大。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首先发现

于武汉。俗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武汉地处南北之

间，横跨长江，气候湿热。湿热邪气最易困脾，加之武

汉交通便利，是九省通衢，各地的美食海鲜多由此处

转运。故人们的饮食种类丰富多样，其中不乏肥甘厚

味，易使病从口入，加重脾胃的负担。加之各种非季

节性的水果蔬菜及异国他乡的美食比比皆是，非其时

有其味，非其地有其物，易使脾胃适应不及而致杂病

由生。倘若饮食过多，脾胃运化无力，便会造成食停

中脘，滞留胃肠，成为馨饪之邪，危害身体健康。

4 “馨饪之邪”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病因病机

“馨饪之邪”指不合理的饮食，《金匮要略》认为

“馨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食伤脾胃”，由此观之，

“食伤脾胃”是“馨饪之邪”致病的原因。若脾胃受损，

纵使诱因不是“馨饪之邪”，对于受损的脾胃来说，原

本正常的饮食也可能成为“馨饪之邪”。因此，只要疾

病与脾胃相关，就离不开“馨饪之邪”的影响。目前中

医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即“寒

疫”“湿温疫”和“寒湿疫”，分述如下。

4. 1 寒疫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

所[1]经过分析后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学

“寒疫”范畴，病因与毒、燥、湿、寒等诸多因素相关。

参加武汉诊疗的中医专家们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初期脾胃症状明显，患者多伴有纳差、恶心、便溏等消

化道的临床表现[2]。杨威、余丞浩[3]等基于五运六气理

论分析得出 2019至 2020年武汉地区内蕴少阳相火，

外为寒气阻遏，脾胃的功能整体偏弱，又恰逢暖冬，湿

热蕴结，故暴发疫情，建议日常防护调理要结合饮食，

避免食积助火，加重病情。寒疫作为外来的致病邪

气，其本身要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即《黄帝内经》

所指出的“风雨寒热不得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

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脾胃为后天之本，保持脾胃运化功能

正常，纵使猝然遭遇邪气亦可维持人体的正常机能，

即未病先防。而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而言，调

理脾胃亦是其治疗不可忽视的重要步骤。《温疫论》认

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

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早

复”，指出祛邪是防治瘟疫的第一要义。寒疫作为外

来的邪气，干扰了人体正常的枢机运转，而脾胃居中

焦，掌斡旋之机，因而调理脾胃有助驱逐寒疫，恢复人

体正常的枢机运行，截断疾病发展的过程，即既病

防变。

4. 2 寒湿疫 仝小林等[4]综合考虑武汉地区当年的

气候特点、患者证候特征及病毒嗜性等因素分析后认

为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当属“寒湿疫”范畴。

寒湿久郁，瘀热入营，其病情、病势严重而且缠绵难

愈，故治疗上多用茯苓、白术、苍术等健脾化湿。张小

青等[5]同样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属“寒湿疫”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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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并提出可以使用针灸疗法进行温阳补脾化湿，调

理体质，祛除寒湿邪气。寒湿疫是寒疫之论的进一步

发展，突出了“湿气”在本次疫情中的作用，仝小林院

士等通过观察武汉本地的确诊病例后认为，在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早中期，寒湿袭表、阻肺、碍脾的症状显

著，因而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应着重散

寒除湿，要注重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一则防止病从

口入，二则辅助扶正以祛邪。

4. 3 湿温疫 冯晓纯等[6]结合武汉的地理气候因素

分析后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湿温疫一类，认

为饮食上要规律清淡，避免肥甘厚腻，多喝水，适当增

加水果蔬菜及鸡蛋牛奶的摄入，避免由于高热量或辛

辣刺激的食物引起内热，招致外感，加重病情。王玉

光等[7]通过整理早期确诊的200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后发现，湿毒疫邪是本次疫情的主要病因，因其

以湿为主，而湿邪易阻遏中焦气机，患者多数伴有消

化道症状，故提出升降脾胃、祛除湿邪是中医治疗的

核心。王益德等[8]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医

证候分布的荟萃分析后发现，湿毒是形成本次疫情的

核心因素，纳差是仅次于发热的重要表现，同时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舌苔厚腻、便溏、腹泻等脾胃功能

障碍症状突出，具有明显的“邪犯中焦”的特点，因而

强调要加强对患者脾胃的顾护，同时呼吁“脾胃治疗

贯穿始终”。以上研究均表明了脾胃在湿温疫中的重

要影响，是湿温疫的主要病位之一。而“馨饪之邪”是

造成脾胃损伤的直接原因，若能减少“馨饪之邪”的产

生，合理饮食，则既可未病先防，又能已病防变。湿温

疫的病因为湿热之邪，湿热最易困阻脾胃，造成脾胃

功能低下。合理的饮食可助脾胃恢复枢机，导邪外

出，而不合理的饮食（即“馨饪之邪”），往往香辣滋腻，

易过量摄入，若脾胃运化不及则反酿生湿热，加重病

情。因此，对于湿温疫的治疗一定要关注脾胃，拒绝

“馨饪之邪”，将从脾胃论治贯穿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治疗的始终。

综上所述，无论是寒疫、寒湿疫还是湿温疫，脾胃

都是其重要的病位，脾胃运化功能的正常与否直接关

系着疾病的转归，而顾护脾胃应当贯穿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的全过程。因此，从“馨饪之邪”的角度提出

三点建议：一是杜绝进食不洁食物（如野生动物），同

时尽量减少肥甘厚味及反季节食物的摄入；二是规律

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及盲目节食以防损害脾胃功能，

（以上两点皆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举措，

即未病先防）；三是若不幸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亦应始终注重保护脾胃功能，以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为后期的治疗康复打下良好的基础。

5 小结

“馨饪之邪”由来已久，其可通过损伤肠胃，影响

人体脏腑的功能，从而诱发疾病。虽然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病因病机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

是都和脾胃有关，且患者大都伴有纳差、恶心、便溏等

临床表现，故除避免直接接触、进食携带病毒的野生

动物外，顾护脾胃应始终贯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

的全过程。因此，正确认识“馨饪之邪”的危害，杜绝

不洁饮食和饮食不节，保护脾胃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必要环节。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由滥食野生动物引起，但不可否认

的是可能与其有关，且国内外的多次疫情都被证实最

初的传染源就是野生动物，因此正确认识“馨饪之

邪”，拒绝滥食野生动物，防止病从口入，健康规律饮

食，加强顾护脾胃对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改善预

后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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