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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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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绕《神农本草经》中 52味治“湿”药物，对其上、中、下三品，四气五味属性，应用规律及古今

应用异同进行探讨，发现治“湿”药物以上品、中品居多，药性以辛温、苦平、苦寒、甘寒为多见，大多药物在治

疗过程中可兼治疗与风邪、寒邪侵袭人体相关的症状。多数药物均可治疗湿痹，其主治病症多与体表、关节症状有

关。上述治“湿”药物中，现代仍沿用于治“湿”的药物有 29种，以化湿药、温里药居多。挖掘《神农本草经》

治“湿”药物应用规律，可为后世医家对湿病“病脉证治”规律的探索提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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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edicinals for“Dampness”in Shennong'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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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52 medicinals for "dampness" in Shennong'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To be

specific, the grades, nature, flavors, properties, application law, an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applications of them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medicinals are of top grade or medium grade, pungent

and warm, bitter and plain, bitter and cold, or sweet and cold. The majority are also effective for symptoms induced by wind

pathogen and cold pathogen. Most of them can be used to treat arthralgia due to dampness, and the main indications are body

surface and joint symptoms.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medicinals, 29 are still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dampness"

diseases at present, most of which are dampness-resolving medicinals or interior-warming medicinal medicinals. Clarifying

the application law of the medicinals in Shennong'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for "dampness" diseases can help expl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lses and syndromes of the "dampness" diseases and the medication re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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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为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是秦

汉时期各医药学家归纳整理当时药物治疗经验成果

的专著，记载了大量朴实有效的药物治疗经验，是

秦汉药物治疗精华之作，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1-2]。《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诸多治“湿”药物，

本文通过对《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进行整理、

归纳和分析可知，《神农本草经》 中明确治疗与

“湿”相关的疾病用药共 52种，对这些药物的四气

五味属性、功效、古今应用异同进行归纳和总结，

以期探索湿病药物的应用规律。

1 湿病探析

“湿”原本是指大自然中多雨的气候或土地水分

含量过大的状态，通过不断探索与归纳，总结出有

些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湿相关[3]。“湿”作为致病

因素被引入中医学最早见于《五十二病方》 [4]，该书

记载了婴儿索痉是因“久居湿地”所致，且记录了

运用温熨法治疗此疾病。此法为将温热的盐土从头

·中药文化·

△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YFC1709200，2019YFC1709201）；北京中医药大学新奥奖励基金项目（2019-
XAJLJJ-004）

* ［通信作者］ 钟相根，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仲景诊断治疗学纲要研究；Tel：（010） 64286994，
E-mail：zhongxg@bucm.edu.cn

··2155



中国现代中药 Mod Chin Med Dec. 2021 Vol. 23 No. 122021年 12月 第 23卷 第 12期

部开始向下依次温熨于手足等患处的外治法。随后，

在 《武威汉代医简注解》 与 《金匮要略》 中，将

“湿”作为六邪之一，详述其生理与病理特性、好发

部位，并将药物治疗法记载下来，如《武威汉代医

简注解》中运用秦艽五分、附子一枚治疗湿痹手足

肿[5]；《金匮要略》 中运用泽泻汤等方剂治疗湿

病[6]174。可见先民对湿病的症状已经有了初步的认

识，并提供了具有较为完整的方药剂量、方剂配比

的药物治疗。《金匮要略》中首次定义了狭义的“湿

病”，认为湿病是外感湿邪 （多兼夹风邪、寒邪），

侵袭人体，脾脏喜燥恶湿，湿泻侵袭人体时易内侵

袭脾脏，湿泻易流注关节，损伤肌表关节。广义的

湿病是指由于外感湿邪侵袭人体致使患病，或人体

内脏腑功能失衡而导致的湿邪代谢异常，体内湿邪

潴留的疾病。在《金匮要略》中包括狐惑病、暍病、

历节、肾着、小便不利、黄汗、黄疸、吐血、下血、

下利、浸淫疮、转筋、妊娠腹痛、妊娠水肿、妊娠

小便难、妊娠胎动不安、产后下利、妇人带下、妇

人腹痛、阴疮、脚气等20余种[6]32-41。

《神农本草经》中“湿”字共出现 63处，其含

义与药物功效相关的主要涉及 2类：其一为风湿、

寒湿、风湿痹、寒湿痹、湿痿痹、筋骨湿痹等与狭

义湿病相关的证候，其二为湿痒、阴下湿痒等与广

义湿病相关的证候。以上 2类主要以人体体表、关

节及下肢等症状为主，与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

对狭义湿病的定义及广义湿病的论述十分接近。据

此可见，《神农本草经》中治“湿”药物功效的总结

与探索为后世医家对湿病的方药运用提供了药物治

疗学的实践基础。

2 《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记载

在《神农本草经》中明确记载治疗“湿”相关

疾病的药物有 52种（以《神农本草经》 [7]中记载的

药物功效中出现“湿”字为筛选标准），具体为白石

英、菖蒲、鞠华、天门冬、术、牛膝、车前子、薏

苡仁、泽泻、细辛、奄闾子、漏芦、茜根、蛇床子、

茵陈、石龙刍、薇衔、青蘘、姑活、别羁、柏实、

酸枣、干漆、杜仲、木兰、龟甲、蠡鱼、葡萄、鸡

头实、慈石、干姜、枲耳实、蠡实、秦艽、狗脊、

石龙芮、白鲜皮、萆薢、马先蒿、王孙、假苏、吴

茱萸、秦皮、山茱萸、大豆黄卷、乌头、天雄、茵

芋、夏枯草、蜀菽、蔓椒、麋脂。

《神农本草经·序录》记载：“上药一百二十种

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

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

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

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种为

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

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可知在《神

农本草经》中上品、中品药物多具备调养性命、益

气、补虚的功能，而下品药则多以攻伐邪气、积聚

为主。《神农本草经》中所载治“湿”药物从分布来

看，上品 23种、中品 19种、下品 10种，以上品、

中品居多；而从药物种类来看，玉石类药物 2种、

草类药物 34种、木类药物 11种、虫兽类药物 2种、

蔬菜类药物 2种、谷类药物 1种，以草木类药物为主

（表 1）。湿邪为病，多夹杂来势迅猛的寒邪、风邪，

《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中记载：“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8]302，又因其发病初起较为隐秘，易被忽

视，病程缠绵，因此多用上、中品药物以防过度损

伤人体正气。

3 《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药性分析

对《神农本草经》中 52种治“湿”药物的四气

五味进行整理和归纳，从四气来看，药物以平、寒

（或微寒）、温（或微温）为多见（表 2），从五味来

看，药物以辛、甘、苦为多见，其中以苦平、辛温

最为多见，其次是苦寒、甘寒的药物。

《黄帝内经·素问·脏气法时论》记载：“脾苦湿，

急食苦以燥之。” [8]214又如《黄帝内经·素问·至真

要大论》：“诸气在泉，以甘缓之，以辛散之……佐

以甘苦，以苦发之” [8]708、“辛甘发散为阳……以所

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8]744可知，辛味药可宣

散气机以发散水气，甘味药可缓脾以助水气发散，

苦味药入脾脏可起到燥湿之用。而《黄帝内经·素

问·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8]743脾

脏为土脏，喜燥且恶湿，使用辛、甘、苦味药治疗

湿邪的观点与这一疾病的发病原则观点一致。张仲

表1 《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分类

种

三品

上品

中品

下品

玉石部

1
1
0

草部

15
12
7

木部

4
5
2

虫兽部

1
0
1

蔬部

2
0
0

谷部

0
1
0

合计

23
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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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使用“微汗法”来治疗湿病，采用辛温类药物达

到散、行之功效，既攻邪外出，又行气活血，用能

缓、和的药物来调和诸药、缓急补虚。《金匮要略》

中记录的湿病多见于人体体表，可见关节处拘挛疼

痛，运用甘味药可以缓急止痛。

4 《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之主治病症分析

对《神农本草经》 52种治“湿”药物的治疗病

证进行归纳分析，其中明确提出治疗“湿痹”的药

物有 48种，包括白石英、菖蒲、鞠华、天门冬、

术、牛膝、车前子、薏苡仁、泽泻、细辛、奄闾子、

漏芦、茜根、蛇床子、薇衔、青蘘、姑活、别羁、

柏实、酸枣、干漆、龟甲、蠡鱼、葡萄、鸡头实、

慈石、干姜、枲耳实、蠡实、秦艽、狗脊、石龙芮、

白鲜皮、萆薢、马先蒿、王孙、假苏、吴茱萸、秦

皮、山茱萸、大豆黄卷、乌头、天雄、茵芋、夏枯

草、蜀菽、蔓椒、麋脂；明确提出主治与关节、四

肢相关的药物有 20种，包括牛膝、薏苡仁、细辛、

蛇床子、别羁、酸枣、干漆、龟甲、慈石、枲耳实、

秦艽、狗脊、石龙芮、萆薢、王孙、大豆黄卷、茵

芋、夏枯草、蜀菽、蔓椒；明确提出主治与肌表相

关的药物有 5种，包括鞠华、术、白鲜皮、蜀菽、

麋脂；在祛除湿邪外还兼祛除风邪、寒邪的药物有

38种，包括白石英、菖蒲、鞠华、天门冬、术、牛

膝、薏苡仁、泽泻、细辛、奄闾子、茜根、茵陈、

石龙刍、薇衔、青蘘、姑活、别羁、干漆、慈石、

干姜、枲耳实、蠡实、秦艽、狗脊、石龙芮、白鲜

皮、萆薢、马先蒿、王孙、吴茱萸、秦皮、山茱萸、

乌头、天雄、茵芋、蜀菽、蔓椒、麋脂；治疗身肿

的药物有 3种，包括蠡鱼、夏枯草、麋脂；治疗身

重的药物有 2种，包括别羁、龟甲；治疗湿邪阴痒

的药物有 3种，包括蛇床子、白鲜皮、杜仲；兼治

发黄的药物有 4种，包括术、茜根、茵陈、白鲜皮；

兼治历节的药物有 4种，包括薇衔、天雄、蔓椒、

别羁。张仲景[6]32在《金匮要略》中曾明确提出“湿

流关节”“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

黄”，并在湿病篇记录 6方，包含“脉浮，身重”

“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等脉证，并在历节篇中

记录了湿阻病久所致“身体尪羸、独足重大、脚肿

如脱”的历节病。由此可知，张仲景曾运用药物治

疗湿病的理论与《神农本草经》所述理论一致。通

过对《神农本草经》中治“湿”药物的功效分析，

可见众多医家对湿病的成因、致病特点、临床表现

与重症处理的总结。

5 《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之古今应用流变

分析

对《神农本草经》 52种治“湿”药物进梳理总

结，至今仍沿用于治“湿”的药物有 29种（纳入标

准：载入《中药学》 [9]），所涉药物功效 13种，包含

汗、和、温、清、补诸法，以化湿药和温里药最为

常见 （表 3）。湿为阴邪，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

因此，以化湿药与解表药配伍，并行表里之湿邪，

或以温里药振奋阳气、温化湿邪，均为治疗湿病的

主要方法。

现代已不再沿用于治“湿”的药物有 23种：白

石英、鞠华、石龙芮、奄闾子、石龙刍、青囊、薇

衔、葈耳实、蠡实、王孙、马先蒿、天雄、茵芋、

姑活、别羁、柏实、干漆、木兰、蔓椒、鳢鱼、麋

脂、酸枣、葡萄。这些药物未能沿用至今，部分由

于一些药物的药用部位有所变化，如酸枣，《神农本

草经》载其“味酸辛，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

肢酸疼，湿痹”[7]222，而现代临床应用则仅以酸枣仁

（酸枣的种子）入药，其功效亦发生改变；部分药物

其药物来源丧失，如麋脂为鹿科动物麋鹿的脂肪，

原产于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

表2 《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之药性分析

四气

平

（微）寒

（微）温

—

五味

辛

甘

酸

苦

咸

—

辛

甘

苦

咸

辛

甘

苦

苦酸

药味数

1
5
2
11
1
1
2
5
7
1
10

3
4
1

具体药物

杜仲

柏实、葡萄、鸡头实、蠡实、大豆黄卷

酸枣、山茱萸

鞠华、天门冬、蛇床子、茵陈、薇衔、木
兰、秦艽、狗脊、石龙芮、萆薢、王孙

龟甲

马先蒿

慈石、夏枯草

车前子、薏苡仁、泽泻、青蘘、蠡鱼

奄闾子、漏芦、茜根、石龙刍、白鲜皮、
秦皮、夏枯草

漏芦

菖蒲、细辛、干漆、干姜、假苏、吴茱
萸、乌头、天雄、蜀菽、麋脂

白石英、姑活、枲耳实

术、别羁、茵芋、蔓椒

牛膝

注：—表示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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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猎，汉代末年近乎绝种，于 1985年英国回赠中国

后被列为珍稀动物而无法继续药用[10]214-240。

6 分析与讨论

《神农本草经》对湿病的研究认识仍属于初期阶

段，在早期的非医文献及医学典籍中尚未形成十分

完整的湿病诊疗体系，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6]32在

《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中首次定义狭义

湿病：“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

也”，并系统地论述了湿病的“病脉证治”，详述其

“辨病-平脉-析证-定治”之诊疗全过程[11]。然而，不

论其中所论湿病的病名、病因、症状还是湿病的遣

方用药法则，都与《神农本草经》中治“湿”药物

应用的记载颇为相通，现结合本文分析结果，将

《神农本草经》中治“湿”药物应用特色详述如下。

6. 1 脾苦湿，苦以燥之，甘以缓之，辛以散之

脾为太阴湿土，主运化及升清降浊，具有“喜

燥恶湿”的特点。在生理状态下，脾主运化水谷精

微、调节人体内的燥湿平衡。在病理状态下，同气

相求，脾恶湿，易感湿邪，如《黄帝内经·素问·

至真要大论》概括性地提出：“诸湿肿满，皆属于

脾”[8]743，可见湿邪之病位在脏为脾。

《黄帝内经·素问·脏气法时论》记载：“脾苦

湿，急食苦以燥之” [8]214，论述了脾易受湿邪为困，

可以苦味药燥湿运脾的应用。《黄帝内经·素问·六

元正纪大论》记载：“中太宫土运，下阳明金，热化

二，雨化五，燥化四，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

中苦热，下酸热，所谓药食宜也”[8]670，明确提出太

阴湿土太过时，可以苦热之品食之。张元素[12] 《医

学启源》进一步提出：“脾胃：味甘补；气温热补，

寒凉泻”“苦寒泻湿热”，可知苦寒可泻湿热，苦温

可泻寒湿。《神农本草经》治疗湿病药物中苦味药共

计 22味，其中苦平药物 11味、苦寒 7味、苦温 4味，

是“脾苦湿，苦以燥之”的药物应用体现。

脾为仓廪之官，为后天之本，《金匮要略心典》

记载：“中湿者，亦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故其人平日

土德不及而湿动于中，由是气化不速而湿侵于外，外

内合邪，为关节疼烦，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13]18

“土德不及”即土气不胜、中焦脾土化湿不利而致湿

胜于内。“土德不及”则其人素日湿盛于内，客邪外

至，内外相引，表里合湿而发为湿病。如《黄帝内

经·素问·脏气法时论》“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

用甘补之，苦泻之”“土德和厚，故欲缓。病，则失

中和之气矣。” [8]217可知甘味药可促进脾气健运以化

湿邪。《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中甘味药共计

13味，其中有甘平药物 5味、甘寒 5味、甘温 3味，

是以甘味药缓脾以治疗湿病的具体应用。

脾主运化，若湿邪困脾，则影响脾运化之功能，

并进一步导致水液代谢障碍。《黄帝内经·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记载：“辛甘发散为阳” [8]708，提示辛

味药的特点是发散。《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第

二》中记载：“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

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

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6]34，指出了治疗湿病应采

用“微汗法”，使湿邪缓缓排出体外。《金匮要略心

典》记载：“故欲湿之去者，但使阳气内蒸而不骤

泄，肌肉关节之间充满流行，而湿邪自无地可容

矣。”[13]20因此，应选用辛味药发汗解表，因势利导，

发汗解表兼化湿浊，微有汗而湿邪渐从汗解。《神农

本草经》治疗湿病药物中辛味药共计 13味，其中有

辛平药物 1味、辛寒 2味、辛温 10味，是以辛味药

发散之功效来治疗湿病的临床实践。

6. 2 湿易兼他邪，病症复杂，入血分

《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记载：“脾者

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

不得独主于时也。” [8]277土具有生长、承载万物的作

用。湿气属脾土，湿气有易夹杂其他外感邪气的特

点。而“脾不主时，寄旺于四季”，湿邪夹杂的邪气

与当时的时令节气相关。《神农本草经》中所载治

“湿”药物祛除湿邪外还兼祛除风邪、寒邪的药

物共 38种，约占湿病药物总数的 75%。其中明确提

表3 《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之“今用”归纳

分类

芳香化湿药

利水渗湿药

温里药

清热药

解表药

祛风湿药

补虚药

活血化瘀药

安神药

开窍药

外用药

收涩药

药物

苍术

泽泻、薏苡仁、车前子、茵陈蒿、萆薢

干姜、附子、乌头、吴茱萸、蜀椒（花椒）

夏枯草、漏芦、白鲜（白鲜皮）、秦皮

假苏（荆芥）、蔓荆实（蔓荆子）、大豆黄卷

秦艽

白术、龟甲、狗脊、杜仲

牛膝

磁石

石菖蒲

蛇床子

鸡头实（芡实）、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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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祛除湿邪外还祛风邪的药物有 33种，其所涉及与

风邪相关病证有风湿、风寒、风痹、风湿痹、风寒

湿痹；明确提出祛除湿邪外还祛寒邪的药物有 33
种，其中涉及与寒邪相关的病证有寒、寒湿、风寒

湿、寒热、寒痛。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阐释了

外感邪气致病的不同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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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提出“湿流关节”

所涉及的关节、四肢病变为湿邪在人体最易侵袭的

部位。在《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中，其功效

与关节、四肢相关的药物有 20种，其所涉及症状主

要有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四肢疼酸、四肢重

弱、腰脊膝痛，肢节中痛不可持物等。《黄帝内经·

素问·五常政大论》记载：“湿气变物，水饮内蓄，

中不食，皮顽肉苛，筋脉不利” [8]619，《黄帝内经·

素问·调经论》记载：“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

肌肉坚紧” [8]505，湿病多见湿邪外袭体表皮肤的症

状。《神农本草经》治“湿”药物中可以治疗与肌表

相关症状的药物有 5个，其症状描述主要有皮肤死

肌、湿痹死肌。除上述常见症状外，还可见治疗因

湿注下焦所导致的阴痒等药物 3种、治疗因湿困体

表而致身重的药物 2种及兼治历节的药物 4种。据此

可知，湿病病证复杂，除了其内在脏腑病位主要在

脾外，还涉及皮肤、四肢、下阴部等外在体表病变。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记载：

“黄家所得，从湿得之。”[6]224若湿邪在里，缠绵难愈，

稽留日久，易于化热，如《伤寒论》记载：“此为瘀

热在里，身必发黄”“伤寒瘀热在里，身必黄。”[14]说

明“瘀热在里”为发黄之病机，从医理来看，湿热

邪气只郁阻气机，而血分充实无邪，不受其影响，

则发为一般的湿热病，不会发黄。只有当湿热之邪

不但郁阻气机，同时又有条件伤及血分时才会发黄。

《神农本草经》治疗湿病的药物中，有 3种药物治疗

发黄，其功效明确记载为“黄疸”。

据此可知，《神农本草经》为后世医家对湿病的

分类、湿病的症状及湿病的诊疗奠定了药物学基础。

从现代药物分类的统计结果来看，现代临床中常用

的 29种药物中最常用的为化湿药和温里药，湿病应

以化湿药驱邪为先，但因湿伤阳气、湿邪极易迁延，

日久伤及人体正气，应以温阳药缓治其本，警惕治

疗湿病时因一味攻伐邪气而加重病情。

综上所述，《神农本草经》中所涉及的 52种治

“湿”药物以辛、苦、甘味最常见，多为辛温、苦

平、苦寒、甘寒的性味，《黄帝内经》中疾病的治法

常与四气五味、扶正祛邪补虚相结合，两者不谋而

合。通过对治“湿”药物功效及应用的探析，归纳

出一系列治疗规律：治“湿”52种药物大多可用于

治疗湿痹，对于兼风邪、寒邪的湿痹治疗效果也很

出众。有诸多药物明确提出治疗关节、肌表等症状，

部分药物同时可治身肿、身重、发黄、阴痒等后世

湿病的兼证，并有 4种药物提出在治“湿”基础之

上还可以治疗历节。

参考文献

［1］ 林铭堉 .《神农本草经》对研发抗肿瘤中药的贡献［D］.
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

［2］ 佚名 . 神农本草经［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8.
［3］ 王町囡 .《金匮要略》湿病“病脉证并治”阐释及“湿流关

节”的实证研究［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20.
［4］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

方［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40.
［5］ 张延昌 . 武威汉代医简注解［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

社，2006：92-93.
［6］ 张仲景 . 金匮要略［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
［7］ 佚名 . 神农本草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8］ 佚名 . 黄帝内经［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9］ 凌一揆 . 中药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10］ 宋胜利，宋文辉，史文清，等 . 中国药用鹿科动物［C］//中国

畜牧业协会 . 第四届（2013）中国鹿业发展大会论文

集 . 北京：中国畜牧业协会，2013：214-240.
［11］ 钟相根，李宇航 . 金匮要略教学探索——回归“病脉证

并治”逐级分类循证推理之临床诊疗模式［J］. 中医教

育，2021，40（1）：43-45.
［12］ 张元素 . 医学启源［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149.
［13］ 尤在泾 . 金匮要略心典［M］. 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6.
［14］ 张仲景 . 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76-77.

（收稿日期：2021-01-17 编辑：田苗）

··2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