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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证 鉴 别

天津南开 医院 赵家的

发热是临床常见证状之一
,

可以在许多疾病中 表而失琉泄
,

卫分风热灼伤津液而内热尤生
,

成为

出现
。

西医很强调发热的热型
,

但和中医发热证有 风热发热
。

所区别
,

中医发热不仅限于体温变化
。

一切 自觉证 治疗
:

辛凉解表
,

宣肺止咳

状和它觉证状全概括在发热一篇中
。

了解中医对每 方荆
:

银翘散加石羔

一种发热性质
、

特征及缓解方法是属中医各种证候 8 发热头, 如班

的热型辨证
。

要知自古以来中医先辈对发热是很重 特征
.

发热头觉胀重昏蒙如裹霸不爽
,

有一种

视更有其热型证的专述
。

闷感不清的意思
,

觉得有什么包裹在头上一样
,

叫

在最早见于 《内经 》 : “

人之伤于寒也
,

则为 做发热头重如裹 , 苔白腻脉濡缓
。

发热
。 ” 又说

:

,’F 日胜则热
、

阴胜则寒
、

重寒则热 病机
:

署为阳邪
,

长夏暑湿交蒸清阳不展
,

故
·
·⋯

。 ” 以及
“

阴虚生内热
” 、 “

阳胜生外热
”

等 头胀身热
,

倦乏气伤 )是为署湿发热
。

等
。

以至内经学说的兴起
,

伤寒温病发展与结合
,

为 治疗
:

解表去署
,

芳香化湿

发热治疗开辟了广阔的途境
,

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方剂
:

新加香褚饮

经验
。

总结了发热和恶寒的机制
:

邹日不足则阴气 4 往来寡热

上入阳中而为恶寒 , 阴胜则寒也
,

宜温之
。

阴不足 特征
:

一阵发热后又一阵发冷
,

而成往复的样

则阳气陷入阴中而为发热 , 阳胜则热也
,

宜清之
。 ” 子似疟

,

但无定时叫做往来寒热 , 苔白滑脉弦细
。

中医热证鉴别配合所掌握的四诊
,

脉舌相参进 病机
:

外感之邪于表里之分
,

邪正交争
,

胆火

一步恰当地运用中药
,

辨证施治
,

往往收到较好的治 上炎三焦热盛
,
以致少阳经证寒热往来

,

半表半里

疗效果
,

这样对于一般新学者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

发热
。

1 恶布发热 治疗
:

和解退热

特征
:

面色光洁
。

发热和恶寒同时俱见
,

既便 方剂
:

小柴胡汤

无汗也恶其空气中的寒冷
,

若自汗表虚而兼恶风
。

5 大热引饮

总然发热与恶寒成正比发热越重恶寒亦越重
,

甚至 特征
.

一般高热
,

中医叫做大热蒸蒸气热在此

索衣掠被
,

欲其缓解 恶寒的证象
,
叫做恶寒性发 热证时

,

伤其津液
,

表里俱炽索饮而不止或是喜凉

热
,

此证重在背部发热 , 苔薄白脉浮紧或缓
。

饮的叫做大热引饮 , 苔黄燥脉洪大
。

病机
:

一般外感风寒之邪致成肺气不宣
,

肺与 病机
:

邪热入里
,

津液被耗
,

证见高热便秘
,

皮毛相合
,

风寒侵袭皮毛
,

寒为阴邪
,

其气凝闭
,

气津双焚而发热重
,

反恶热
。

是为里证
,

热在阳明

卫外之阳被郁
,

发热兼恶寒是为风寒发热
。

经气分阶段
。

治疗
.

解表散寒
、

辛温宣肺 治疗
.

清气退热
,

苦寒泄热

方剂
.

参苏坎去人参 方剂
:

白虎汤

2 恶热段热 6 入阴分发热

特征
:

面色垢晦
,

发热和恶热同时俱见
,

卫分 特征
:

发热证于日落至夜中之前这一阶段 )则

热时恶其温热的环境
,

或气耗恶风
。

发热与恶热成 热势较重或其证发作而并有肌肤热
,

越按越热由内

正比
,

热度越重
,

恶热亦越重
,

甚至
,

减衣裸体
,

透出的叫做入阴分发热 , 无苔或少苔脉细数
。

欲其缓解发热证象叫做恶热性发热
。

俗说如蒸笼边 病机
:

本证是由于气分邪热没有得到清解
,

入

热
,

此证重在胸部发热 , 苔薄黄脉浮数
。

里深陷荣血
,
以致荣阴被耗

,

少阴心神被扰
,
以至

病机
:

风热侵犯人体
,

首先犯肺
,

其邪蒸发于 入阴分时更 加重阴津耗伤
。

故为热入荣 血型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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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

热 , 舌红苔少脉沉细数
。

方剂
:

清荣汤 病机
:
阴液亏虚

,

内热尤盛
,

热伤阴血, 阴血

7 发热缝编 不畅
,

故午后或晚间发烧
,

以午后或 晚间阴气当

特征
:
一般中医的伤寒征千七天之内则痊愈

,

令
,
阳来入阴

,

阴虚不能济阳
,

则阳气 偏旺而发

而兼暑湿的湿热证
,

多伴湿遏热状
,

缠绵逾期不 热
。

致成阴虚发热
。

愈
,

身热不扬并多伴有面部垢腻齿燥亦不润
,

汗出 治疗
:

滋阴清热

叫做发热缠绵 , 苔黄腻脉濡
。

方荆
:

清骨散

病机
:

里热与湿邪搏结
,

湿遏热伏
,

湿热炽盛 12 上午发热

蕴结不解
,

熏蒸肌肤
,

湿性粘滞
,

发热缠绵不愈
,

特征
:

每于佛晓
,

至上午其证热势加重或兼恶

而为湿热蕴结型发热
。

风
,

尽管屋间无风而衣缕一抖亦觉得对风的厌恶
,

治疗
:

清热化湿 ( 先去其湿后荡其热 ) 是气虚表现
,
叫做上午发热

,

舌淡脉弱软
。

方荆 : 甘露消毒丹 病机
:

脾胃损伤
,

久病气机虚弱
,

运化失司
,

8 乍寒乍热 a劳则 气耗” 、 “ 劳倦发热 ” ,

每至上午阳不济

特征
:

每千情志波动则忽然皮棘发栗
,

过一阵 阴
,

气虚下陷相火上乘土位
,

内伤气虚性发热
。

又潮然热发
,

这样寒热不定性发作乍寒乍热
,

尤如 治疗
: “劳者温之” 、 “

损者益 (温 ) 之” 甘

鸡冠乍白乍赤
, 苔黄脉弦或数

。

温除大热

治疗
:

舒肝解郁
,

作以退热 方荆
:

补中益气汤

方剂
:

加味逍遥散 〔注〕 日哺潮热
:

因热邪下结千胃肠亦可每夭

9 五心匆热 午后发热
,

称为阳明 B 日哺潮热
” ,

调胃承气汤
‘

特征 , 五心为两个手心两个足心一个心下
,

至 13 身热反旅近衣

子烦热往在叫烦闷
,

故发热为这五个 a, 乙
”

位闷 特征
:
唯肌表浮热

,

重按则不热
,

反欲近衣雨

热
,

争战代尝或尤然汗出则舒
, 叫诚五心烦热 , 苔 颧红赤

,

唇色淡白
,

大便诸稀
,

小便清长
,

喜热饮

厚腻脉弦长
。

或索水至前复不能饮
,

又叫格阳或上部面浮红红嫩

病机
:

因饮食不节致使运化失调
,

化热后于足 带白
,

小便清大便稀
,

倦怠徽言
,

足冷上气不接下

阳明达肌肤和五心
,

造成积滞发热
。

气亦叫戴阳 , 此等舌胖嫩苔显黑滑脉沉微欲绝
。

治疗
:

消食化滞 病机
:

此皆是无根之阴火
,

而阴盛于内
,

格阳

方剂
:

轻剂量小承气汤 于外
。

寒水侮土
,

外假热内真寒
。

所谓外热内寒
。

10 寒热交作其人如狂 或是阴盛于下
,

阳越于上
,

晓气凌心
。

上假热下真

特征
:

寒热交作 ( 如疟 )发作有时
,

经水适 寒
,

所谓上热下寒 , 致成格阳戴阳
。

断
,

甚至内热盛则发狂燥
,

因此叫寒热交作如狂 , 治疗
:

温壮脾肾

舌唇青紫斑脉细涩
。

方荆
:

附子理中汤 ( 冷服 )

病机
:

跌打损伤
、

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或蓄血下 14 身寒不欲近衣

焦
,

寒热发作
。

肿疡凝聚
,

病久化热
,

是为安血性 特征
:

唯皮肤发寒
,

重按蒸手不欲近衣
,

面滞

发热
。

唇红
,

肢厥喜冷饮
,

甚至呼冰
,

便燥搜赤
,

叫做内

治疗
:

活血化寮
,

理气通络 真热
,

外假寒
。

或是面冷色
,

腰下足肿
,

二便秘

方剂
:

桃仁承气汤 涩
,

澳痛溺浑或者尿赤
,

为上寒下热 , 苔黄黑脉沉

〔注〕灯笼热
:

血癖 发热 《 医林改错 》灯笼 滑有力
。

病
,

俗名打咯成
。

病机
:

内热鲤遏
,
阳气郁而不伸

,

外部反而逆

n 午后发热 冷
,

或上寒下热致成假寒真热
。

特征
:

每到午后
,

或傍晚间发烧
,

多表现面部 治疗
:

伸阳气
,

降内热

灼热
,

一般骨燕内热 后脊背部发出
,

叫做午后发 方荆
:

白虎汤
、

承气汤 (热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