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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简称《金匮》）以论内伤杂病为要，

但就其病因而言，仲景并不忽视外邪的致病作用，

如《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即强调了清（雾）、

浊（湿）、大（风）、小（寒）及 饪（宿食）之邪即五邪。

今细读原著，尚有热邪致病之论见于全书多处，应

予重视。《简明中医辞典》对“火”的解释是“与暑热

同类”，故《金匮》致病的暑、火皆热邪也。其热有外

来、内生之分，所致病证 %$ 余种，其方治也十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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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匮要略》论内伤杂病，其病因并不忽视外邪致病，原著第 # 篇有风、寒、雾、湿、饮食即五邪之论，尚

有热邪致病见于全书多处，应予重视。其热有外来、内生之分，所致病证 %$ 余种，方治十分丰富。故择其要，从《金

匮要略》外热致病、内热致病及其证治等方面加以论述。#）《金匮要略》热邪致病内热多于外热，内热大多由外热

转化而来。!）内热病位涉及广泛，不仅有腑热，且有脏热；内热病性有虚实；内热特点常与它邪相兼致病。"）治热

方法独特：除“热者寒之”常规治热法外，尚有甘温除劳热、温阳退虚热、育阴利水清郁热、温通寒实散结热、回阳

救逆治假热等。%）用药常寒热并用，以协调阴阳，化解寒热夹杂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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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现择其要者论述如下。

8 外热致病证治

898 暍病 《痉湿暍病》篇第 !. 条云：“太阳中热

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

之。”肺卫气虚，卫外不固，暑热入中，气阴两虚，而

致身热，口渴等症。用白虎加人参汤清热解暑，益气

养阴。

89: 疟病 《疟病》篇第 % 条云：“温 疟 者 ，其 脉 如

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

之。”《素问·刺疟篇》有十二疟，即六经疟、五脏疟及

胃疟。从所用白虎汤可知，此温疟当属胃疟范畴，疟

邪入于胃，胃热亢盛并传之于肾之所合，故壮热、骨

节疼烦。以白虎加桂枝汤清热生津，达邪和胃。对本

篇的瘅疟，《素问·疟论》认为乃“肺素有热，气盛于

身”所致，其热邪充斥人体内外上下，故手足热而欲

呕，少气烦冤，肌肉消瘦，后世多主张用竹叶石膏汤

治之。

89; 肺痈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第 ! 条云：

“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

乃热与风袭肺，肺失肃降，气血郁滞，以致腐败，故

见发热恶寒，振寒，咳喘，口干咽燥，胸满胸痛，吐脓

等症。初期治以银翘散，解表散邪，清热解毒。

89< 小便不利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篇第 / 条云：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

散 主 之 。”外 邪 袭 表 ，热 不 得 泄 ，气 化 受 阻 ，津 液 不

布，以致身热口渴，小便不利。以五苓散发汗利尿，

表里双解。

89= 风水 《水气病》篇第 ! 条云：“脉浮而洪，浮则

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隐疹，身体为

痒 ⋯⋯ 气 强 则 为 水 ，难 以 俯 仰 ，风 气 相 击 ，身 体 洪

肿，汗出乃愈⋯⋯”洪则为气，并非水气，而乃热气

（邪），热郁则气滞，与外来之风邪相合，壅遏肺气，

气不行水，而成风水兼热证。此与第 % 条：“太阳病，

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痛，身体反重而 ，

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的风水兼寒者互为

补充。越婢汤所主正为风水兼热者而设，具发汗散

水，清透郁热之功。此外，本篇第 !0 条芪芍桂酒汤

所主之黄汗，其形成也不离热。证见“身体重，发热

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

乃水湿外浸，营卫受阻，营郁而为热，故以此方调和

营卫，方中苦酒即可泄营中郁热。

89> 呕吐 《呕吐哕下利病》篇第 #1 条云：“吐后，

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

头痛。”呕吐后口渴贪饮，脉浮头痛，乃肺胃热盛并

兼外感所致。故用文蛤汤发散祛邪，清热止渴。

89? 热入血室 《妇人杂病》篇第 # 条云：“妇人中

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

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

汤主之。”经行期间，邪热乘虚侵入血室，与血相结，

而致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突断。用小柴胡汤和

解少阳，清热散结。

: 内热致病证治

:98 百合病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篇第 / 条云：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

汤主之。”心肺阴虚内热，累及于胃，移热于小肠，神

明失主，气血失调，故见口苦，小便赤，其脉微数等

血不养神、阴虚内热的多种失调现象。以百合地黄

汤润养心肺、凉血清热。此外，虚热尚可致虚烦失眠

（酸枣仁汤），肺痿（麦门冬汤），脾约（麻子仁丸），上

中消（白虎加人参汤）及小便不利（猪苓汤）等病证，

其治多不外滋阴清热。

:9: 奔豚气 《奔豚气病》篇第 ! 条云：“奔豚气上

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惊恐恼怒，致

肝郁化火，引动冲气而发奔豚。设奔豚汤方清肝养

血，和胃降逆。

:9; 腹满 《腹满寒疝宿食病》篇第 #" 条云：“腹满

不减，减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实热壅滞

胃肠，故胀满疼痛，大便不通，立大承气汤攻下里实。

:9< 痰饮 《痰饮咳嗽病》篇第 !% 条云：“膈间支

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

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痞坚之

处，必有伏阳，久病水饮内结而有郁热，故以木防己

汤通阳利水，清热补虚。方中石膏辛凉重坠，既清解

郁热，又降逆平喘。第 %$ 条云：“若面热如醉，为胃

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饮郁化为胃热，上

应于面，有如醉酒之状，故在苓甘五味姜辛夏杏汤

的基础上加大黄一味，苦寒以利之。

:9= 小便不利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篇第 ## 条

云：“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是湿热瘀血内停，

气化不利，故小便不利，投蒲灰散泄热化瘀利窍。

:9> 黄疸病 《黄疸病》篇第 #/ 条云：“酒黄疸，心

中懊 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酒热积胃并上熏

心肺，故心中懊 或热痛。以栀子大黄汤上下分消

其酒热，除烦退黄。

:9? 吐衄血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第 #2 条

云 ：“心 气 不 足 ，吐 血 、衄 血 ，泻 心 汤 主 之 。”心 火 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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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血脉失主，累及于胃则吐血；心火灼肺，迫血妄

行则衄血。用泻心汤苦寒清降，直折其热。

89: 呕吐 《呕吐哕下利病》篇第 #. 条云：“食已即

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实热壅阻胃肠，胃气上逆

则呕吐。施大黄甘草汤通腑泻热。

89; 下利 《呕吐哕下利病》篇第 %" 条云：“热利下

重者，白头翁汤主之。”热与湿蕴积大肠，气机阻滞，

腐败气血，故下重便脓血。用白头翁汤清热燥湿，解

毒排脓。

89<= 肠痈 《疮痈肠痈浸淫病》篇第 % 条云：“肠痈

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

自汗出，复恶寒⋯⋯大黄牡丹汤主之。”热毒壅滞大

肠，营血瘀结故尔。以大黄牡丹汤荡热解毒，消瘀排脓。

89<< 妊娠病 《妇人妊娠病》篇第 / 条云：“妇人怀

妊，腹中 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妊娠之初，肝血虚

而 生 热 ，脾 气 虚 而 生 湿 ，湿 热 内 蕴 ，肝 脾 失 和 而 致

痛 。投 当 归 芍 药 散 以 调 和 肝 脾 ，养 血 退 热 ，除 湿

止痛。

89<8 产后病 《妇人产后病》篇第 . 条云：“产后七

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

躁发热，切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

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里，结

在膀胱也。”恶露郁滞肝经，肝病传脾，致不大便，烦

躁发热。设大承气汤瘀热并除。

89<> 妇人杂病 《妇人杂病》篇第 #/ 条云：“妇人

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

丸主之。”干血长期留滞，腐败蕴为湿热，即下白带。

立矾石丸除湿热止带。

> 结语

>9< 热邪来源 由是观之，可以得出：《金匮》热邪

致病内热多于外热，但其中不少内热大多由外热

（或其他外邪）转化而来。如《痉湿暍病》篇大承气汤

所主痉病乃风、寒、热由太阳传乘而来；百合病的内

热不排除伤寒大病之后，余热未清演变而成；黄疸

病初期约 # 0 " 患者具有发热恶寒之表证，若治不及

时或不如法，则表邪内传而转成内热、内湿，等等。

其机制可以“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

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

中也”概之。即无论疾病的表现在内抑或在外，多首

先责之外，热邪致病亦然。

>98 内热病机 内热病位涉及广泛，不仅有腑热，

而且有脏热。如其治方有泻心汤的泻心火，葶苈大

枣泻肺汤的泻肺热，奔豚汤的清肝热，甘草泻心汤

的泻脾胃之热，狼牙汤的清肾热等，故五脏六腑皆

以通为用，脏腑气机调畅，人则无病。内热病性有虚

实 ，在 里 之 实 热 可 由 气 郁 化 热 、血 瘀 化 热 、食 积 化

热、湿郁化热、饮郁化热等而成；里之虚热多为脏腑

气血阴阳亏虚所致。内热病机特点常与它邪相兼致

病，如有瘀热相合，湿热相兼，饮热互结，食热壅滞，

肺胃热盛，肝脾不和，心肺阴虚内热，心肝血虚等。

故其治也多相兼。

>9> 治热法独特 除“热者寒之”常规治热法外，尚

有治虚劳手足烦热，咽干口燥的小建中汤，方中胶

饴与桂枝辛甘温相得，化阳以温中补虚；胶饴、甘草

合 芍 药 ，酸 甘 化 阴 ，共 成 甘 温 建 中 ，以 除 劳 热 之 圣

剂。此外治妊娠腹痛发热的附子汤，温阳以退虚热；

治妇人转胞烦热不得卧的肾气丸，补益肾气以退

热；治阴虚水热互结之发热，用猪苓汤育阴利水以

清郁热；治寒实内结，腹痛发热，大黄附子汤温通寒

实以散结热；治下利清谷，里寒外热，通脉四逆汤回

阳救逆以退假热，等等，皆充分体现辨证论治之机。

>9? 用药规律 对热与寒并存且两者病机密切相

关者，仲景常用寒热并用法，集药性既有寒凉又有

温热的诸药于一方中，相反相成以发挥治疗作用的

方法。利用药物的不同性味归经，各达病所，分别祛

除寒热，协调阴阳，化解相互夹杂之势。此乃寒热夹

杂证的基本治法，也是《金匮》方剂配伍的重要原则

之一。如治表寒里热病溢饮的大青龙汤，治下寒上

燥小便不利的栝蒌瞿麦丸，治中焦寒热互结呕吐的

半夏泻心汤，治肠寒膈热蛔厥的乌梅丸等。仲景这

一方法的精当应用，成为后世典范。据统计《金匮》

全书除《胸痹心痛短气病》篇无热邪直接致病外，余

篇皆有，可见热邪致病及其证治在《金匮》中涉及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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