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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温除热法的作用机理探讨

中国中 医研究院基础所 潘丽苹

导师 周超凡

甘温除热法是以性味 甘 温 的 药物为主

药
,

治疗因中气不足或气虚血亏而导致的内

伤热证及虚人外感发热的一种方法
。

它是金

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针对过用寒凉的时弊

而创立的
。

然而李东 垣 在 其 《脾 胃论 》
、

《内外伤辨 》等著作中对甘温除热法的作用

机理述说不清
,

造成后世 医 家 的 争议
。

因

此
,

在此有必要对这一间题进行探讨
。

1 气虚及气虚血亏生热的病因

李果云
: “

遍观 《内经 》中所说
,

变化

百病
,

其源皆由喜怒过度
,

饮食失节
,

寒温

不适
,

劳役所伤而然
” ,

他认为气虚或气虚

血亏生热的病因
,

也与这几种因素有关
。

1
.

1 饮食失节
:

饮食 饥 饱 失 调
,

过冷过

热
,

皆可损伤脾胃
,

造 成 中气 亏虚
。

《兰

室秘藏
·

饮食劳倦 门 》引 《内经 》原文
:

“ 《阴 阳应象论 》云
: ‘

水 谷 之寒热
,

感则

害人六腑
’ 。

《痹论 》云
: ‘

阴气者
,

静则神

藏
,

躁则消亡
,

饮食 自倍
,

肠 胃及伤
’ 。 ”

加以说 明
。

李 果 还 明 确 指 出
: “

至于五

味
,
口嗜而欲食之

,

必自裁制
,

勿使过焉
,

过则伤其正也
。 ‘

谨和五 味
,

骨 正筋柔
,

气

血以流
,

腆理以密
,

如是则骨气以精
,

谨道

如法
,

长有天命
。 ’ ”

1
.

2 劳累过度
:

过度疲劳
,

可直接损伤 中

气
。

李果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

《脾胃论 》引

《素间
·

生气通天论 》云
: “阳气者

,

烦劳则

张
,

精绝辟积
,

于夏使人煎厥
,

目盲不可 以视
,

耳闭不可以听
,

溃溃乎若坏都
。 ”

并指 出
: “

苍

天之气贵清静
,

阳气恶烦劳
。 ”

劳累过度可

致阳气外张
、

耗损
。

《兰室秘藏
·

饮食劳倦

门 》
: “

《举痛论 》云
: ‘

劳则气耗
, ,

劳则

喘且汗出
,

内外皆越
,

故气耗矣
。

夫喜怒不

节
,

起居不时
,

有所劳伤
,

皆损其气
。

气衰

则火旺
,

火旺则乘其脾土
,

脾主四肢
,

故困

热无气以动
,

懒于语言
,

动作喘乏
,

表热自

汗
,

心烦不安
。

当病之时
,

宜安心静坐
,

以

养其气
,

⋯⋯以甘温补其中气
。

《经 》言劳

者温之
,

损者温之者是也
。 ”

1
.

3 情志失调
:
优思过度

,

可直接伤脾
。

大怒伤肝
,

肝气郁结或肝火过旺
,

亦可克伐

脾土
。

李果在 《脾胃论》中引《素间
·

调经

论 》
: “

病生阴者
,

得之 饮食 居 处
,

阴阳喜

怒
”
加以说明

。

并 指 出
: “

此 因喜
、

怒
、

忧
、

恐
,

损耗元气
,

资助心火
,

火与元气不

两立
,

火胜则乘其土位
,

此所以病也
。 ”

李

果认 为
: “

凡 怒
、

悲
、

思
、

恐 惧
,

皆损元

气
。

夫阴火之炽盛
,

由心生凝滞
,

七情不安

故也
” , “

先由喜
、

怒
、

悲
、

优
、

恐五贼所

伤
,

而后胃气不行
,

劳役
、

饮食不节继之
,

则元气乃伤
。 ”

1
.

4 其它因素
:
年老体弱

,

久病体虚
,

产

后大失血
,

或过用苦寒
、

泻下药物损伤脾胃

之气
,

皆可使中气损耗
,

元气不足
,

或气血

两亏
,

热自内生
。

气虚或气虚血亏生热往往

是以上两种或儿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单

纯由一种因素所致者比较少见
。

在此值得探讨的是
,

在以上因素形成脾

胃内伤的基础上
,

外感可以成为气虚生热的

一个诱因
,

目前对此尚有争议
。

李果在其著

作中多次提到
“
寒温不适

”

可作为脾胃损伤

的病因
。

此
“

寒温不适
”

既 包括 饮 食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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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

也包括自然界气候之寒温
。

他在 《脾胃

论 》中明确指出
: “

此说 人 之 不 避大寒伤

形
,

大热伤气
,

四时节候变更之异气
,

乃饮

食失节
,

妄作劳役
,

心生好恶
,

皆令元气不

行
,

气化为火
,

乃生夭折之由耳
” , “

若夫

顺四时 之气
,

起居有时
,

以避寒暑
。

饮食有

节
,

及不暴喜怒以颐神志
,

常欲四时均平而

无偏胜则安
。

不然损 伤 脾 胃 ⋯⋯而百病皆

起
。 ” 《景岳全书

.

杂 证 漠
。

劳 倦内伤 》亦

云
: “

劳倦饥馁不时而致寒热往来者
,

以饥

时脏气馁
,

邪易入
,

劳时滕理开邪 易感
,

饥

饱劳倦不慎者多
。

今人发热
、

头痛
、

恶寒
,

虽云 内伤实有外感
,

虽 有 外 感实以内伤为

主⋯⋯补中益气汤以参
、

茂
、

归
、

术加升
、

柴助升发之气
,

使胃气上升则气复于 中
,

阳

达于外
。 ”

单纯 的外感不会引起气虚发热
。

若其人已由饮食
、

劳倦
、

情志等因素造成了

脾胃内伤
,

则卫外之气亦不足
,

易招致外邪

侵袭
。

在此基础上
,

外感可 以引发体内之阴

火上冲
,

造成热证
。

气虚 生 热 的病因以饮

食
、

劳倦
、

情志等内伤因素为主
,

但在某些

情况下
,

外感可作为气虚生热的一个诱因而

存在
。

气虚外感不同于一般的风寒或风热感

冒
, “

与外感风寒所得之证颇同而实异
。 ”

目前临床上补中益气汤被用于治疗虚人外感

发热确有良效
,

我们既不能否认外感因素在

气虚 之热发病中的作用
,

又不能将甘温所除

之热机械地看作外感之热
,

它主要仍属内伤

发热范畴
,

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内伤
、

外感夹杂之发热
。

2 气虚及气虚血亏生热的病机及甘温除热

法的作用机理

2
.

1 气虚失运
,

因滞而郁
,

郁久生热
,

气

充运健则热除
:

脾胃在精气升降运动中具有枢纽作用
,

正常生理情况下
, “

清阳出上窍
,

浊阴出下

窍
,

清阳发揍理
,

浊阴走五脏
。 ”

若脾胃损
伤

,

清阳不升
,

浊阴不降
,

则会导致疾病的

发生
。

《内经 》解释
“阴虚生 内热

”
的病机

为
: “

有所劳倦
,

形气衰少
,

谷气不盛
,

上

焦不行
,

下院不通
。

胃气热
,

热气熏胸中
,

故内热
。 ”

元代 王履释此经义为
: “上焦不

行者
,

清阳不升也
; 下肮不通者

,

浊阴不降

也
。

⋯ ⋯上不行
,

下不通则郁矣
,

郁则少火

皆成壮火
,

而 胃居上焦下院两者之间
,

故胃

气热
。

热则上炎
,

故熏胸 中而为内热也
。 ”

很明显
,

《内经 》
“阴虚生 内热

”
的本义是

指脾胃内伤所致的火郁热中证
,

此证的关键

是脾胃升降失常
。

李东垣在论著中反复引用

此文
,

并宗 《内经 》之旨
,

认为阴火的产生

也与牌胃损伤
,

气机 郁 滞 有 关
。 “

清气在

阴
,

浊气在阳⋯⋯清浊相干
,

乱于胸 中
,

是

为大愧
” 。

故王履指出
: “

东垣所谓劳役形

体
,

所谓饮食失节而致热者
,

此言正与 《调

经篇 》之旨相合
。 ” “

窃意 内热之作
,

非皆

阴火也
。

但气有郁则成热耳
。 ”

李呆在分析
“阴火

” 的病机时说
: “

肾间受脾胃下流之

湿气
,

闭塞其下
,

致阴火上冲
。 ” 因脾胃气

虚
,

升降失司
, “

湿土 之气溜于脐下
,

肾与

膀胧受邪
” 以致下焦闭塞

,

气机阻滞
,

郁而

化火
,

火性炎上
, “阴火得以乘其土位

” ,

则为发热诸证
。

《脾胃论
·

调理脾胃治验 》

篇并以著者的亲身体会论述
: “予病脾胃气

衰
,

视听半失
,

此阴盛乘阳
,

加之气短精神

不足
,

此由弦脉气虚
,

多言之过
,

皆阳气衰

弱不得舒伸
,

伏匿于阴中耳
。 ”

在
“
阴火

”

形成的病机中
,

气虚为本
,

气郁为标
,

此气

机郁滞为因虚而致郁
,

不同于肝郁气滞之 内

热
。

故李东垣以甘温之参
、

茂
、

术
、

草补其

气为主
,

气充
,

脾胃健运
,

升降复常
,

则郁

除热消
,

同时配以升麻
、

柴胡引脾胃之清阳

上升
,

以陈皮疏理气机
,

标本同治
,

气虚之

郁热自除
。

2
.

2 气虚血亏
,

心神失养
,

心火炽盛
,

补

气养血则火自降
:

东垣谓
: “

胃之一腑病
,

则十二经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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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足也
,

气少则津液不行
,

津液不行则血

亏
。 ”

脾主中焦
,

为气血生化之源
,

在正赏
生理情况下

,

饮食入胃后
,

经脾之运化
,

化

生营血
,

营血上升于心
,

以滋养心脉
,

使心

火不升
。

脾胃一虚
,

气血不足
,

脏腑皆病
,

然因肺主气
,

心主血
,

故脾胃虚损
,

血气化

生不足
,

首先影响 心
、

肺 之 功 能
。

心神失

养
,

则心火炽盛
,

诸 热 证 俱 现
,

此心火属
“阴火

”
范畴

。

龚廷贤对 此深有体会
: “

饮

食劳倦伤脾
,

则不能生血
,

故血虚则发热
,

热则气耗血散而 无 力
。 ”

李东 垣 对气虚血

亏发热的病机论述得也比较明确
。

如 《脾胃

论
·

脾胃盛衰论 》说
: “

至而不至者
,
谓从

后来者为虚邪
,

心与小肠来乘脾胃也
,

脾胃

脉中见浮大而弦
,

其病或烦躁闷乱
,

或四肢

发热
,

或口苔舌干咽干
。

饮食不节
、

劳役所

伤以至脾胃虚弱
,

乃血所生病⋯⋯
”
《脾胃

虚则九窍不通论 》中说
: “

阴火乘土位
,

清

气不升
,

阳道不行
,

乃 阴血伏火
”
《长夏湿

热胃困尤甚用清暑益气汤论 》则更加明确地

指出
: “

脾胃既虚
,

不能升浮
,

为阴火伤其

生发之气
,

荣血大亏
,

荣气伏于地中
,

阴火

炽盛
,

日渐煎熬
,

血气亏少
,

且 心包与心主

血
,

血减则心无所养
,

致使心乱而烦
。

病名

日愧
。

愧者
,

心惑而烦闷不安也
。

是清气不

升
,

浊气不降
,

清浊相干
,

乱于胸中
,

使周

身气血逆行而乱
。 ”

临证可见
: “

发热
、

恶

热
、

烦躁
、

大渴不止
,

肌热不欲近衣
,

其脉

洪大
,

按之无力者
,

或兼目痛
、

鼻干者
,

非

白虎汤证也
。

此血虚发燥
,

当以黄蔑一两
,

当归 二钱
,

叹咀
,

水煎服
。 ”

此方即当归补

血汤
,

以黄茂为主药
,

取其
“

阳生则阴长
” 、

“阳旺则能生阴 血
”
之 意

,

补 气 与养血同

用
,

使气血充足
,

则阴火自然敛降
。

后世医

家在临床应用上将方剂扩展到归脾汤
、

人参

养荣汤
、

八珍汤
、

小建中汤等等
,

亦不失东

垣之原意
。

2
.

3 脾胃虚弱
,

卫气不固
,

正虚邪扰
,

气

充则邪祛热消

卫气者
,

温分肉
,

肥滕理
,

泽皮毛
,

卫

外杭邪
。

脾胃气虚
,

荣卫不足
,

表虚而卫外

之阳不固
,

故平时是常 常恶 寒 的
。

气虚生

寒
,

的确是病理变化的一个规律
。

李果认识

到了这一点
,

指出
: “

卫者
,

元气七神之别

名
,

卫护周身
,

在于皮毛之间也
,

肺绝则皮

毛先绝
,

神无所依
,

故内伤饮食
,

则亦恶风

寒
,

是荣卫失守
,

皮肤间无阳以滋养
,

不能

任风寒也
。 ” “

脾胃 虚
,

邪 火 胜
,

则必少

气
,

不能卫护皮 毛⋯⋯阳 分 血 亏
,

阳分气

削
,

阳阳之分周身血气俱少
,

不能寒热
,

故

言寒热也
”
并且李果认为此恶寒与脾胃升降

失常有关
: “

脾胃不 足
,

荣 气 下流而乘肝

肾
,

此疾厥气逆之渐也
。

⋯⋯既下流
,

其心

肺无有秉受
,

皮肤间 无 阳
,

失其 荣卫之外

护
,

故阳分皮毛之间虚弱
,

但见风见寒
,

或

居阴寒处
,

无日阳处
,

便恶之也
。 ”

但此种
“
恶风恶寒

” ,

不同于单纯外感表证
、

表阳

被束的恶风恶寒
,

必须认真加以鉴别
。

由于

中气不足
,

升降失司
,

一方面可致气郁而化

为阴火
,

同时亦使清阳不能发族理
,

卫外失

于固密
,

易致外邪侵袭
。

外邪进而诱发阴火

上冲而发为烦热诸证
。

《脾胃论
·

脾胃胜衰

论 》指出
: “

盖阴火上冲
,

则气高而喘
,

为

烦热
,

为头痛
,

为渴
,

而脉洪
。

脾胃之气下

流
,

使谷气不得升浮
,

是春生之令不行
,

则

无阳以护其营卫
,

则不任风寒
,

乃生寒热
,

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
。 ”

对此种病证
,

当补益脾胃之气
,

一则气充运健郁可自除
,

二则可鼓舞卫气抗邪
,

郁消邪祛则阳火自然

降伏
。

同时也可少佐解表散热之药
。

如补中

益气汤中之升
、

柴
,

则起到升阳举陷
、

解散

表热的作用
。

如 《景岳全书 》所云
: “

补中

益气汤之用
,

原以治劳倦内伤发热等证⋯ ⋯

故于劳倦感寒
,

或气虚疲疟
,

及脾气下陷等
证

,

则最所宜也
。

若全无表邪寒热
,

而但有
( 下转第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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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红热中医论治初探

中医一附 院

猩红热祖国医学称之为
“

烂喉丹疹
” 、 “

疫喉

痞
” ,

属温病中温毒范畴
。

清代《秘传烂喉疹治法

经验 》中载
: “

有烂喉疹一症
,
发于冬春之际

,

不

分老幼
,

遍相传染
,

发则壮热烦渴
,

疥密肌红
,

宛

如锦纹
,
咽喉肿痛

,

腐痛一团
,

火热内炽
” 。

此乃

天时寒暖不定
,

秽毒浊气发为温毒
,

从口鼻内侵肺

胃之气分
,

咽喉为肺胃门户
,

肺胃热毒上攻咽喉则

红肿锨痛
,

热毒外窜肌肤则发为疥疹
,

热毒内陷心

营则神昏痉厥
,

病之后期则可见阴液耗损
,

毒热未

尽之证
。

本病分型为毒侵肺 胃型
,

疹毒化火型
,

毒

婚气血型
,

余毒伤阴型
。

治疗上以清泄邪毒为基本原则
。

热毒在表宜疏

表透邪
,

可用解肌疏散之品
,

姐豆豉
、

薄 荷
、

芥

穗
、

连翘以解其在表之毒邪
,

并使疥疹 尽透 于 肌

表
,

力求减少在里之毒邪 , 热毒传里
,

化燥化火
,

治以清火解毒
,

毒塑于气分宜清气泄热
,

以黄菩
、

艳子
、

石膏等苦寒之品清热解毒 , 毒邪消灼营血
,

治疗上以清气而兼凉营配以解毒救阴
,
以清营汤化

裁 , 病之后期
,
阴液耗损余毒未 尽

,

法 当益阴清

热
,

扶正去邪
,

阴虚不复则热难退
,

热不退则阴愈

虚
,

法宜清滋
,

药宜甘寒
,

使 阴 液恢复
,

余热得

清
,

则诸证自趋痊愈
。

现代医学认为
,

猩红热是由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

以发热
,

咽喉肿痛
,

全

身弥漫性猩红色皮疹为特征
。

临床分为极轻型
、

中

毒型
、

脓毒型
。

治疗以青霉素为首选药物
。

病案
:

王某某
,

6 岁
。

主诉
:
发热二日

,

体温39 ℃ ~ 4 0℃
,

咽痛
、

头

痛
,

今日发现全身出现紫红色疹点伴抽搐一次
,

纳

呆
,

大便干燥
。

查体
:

急性病容
,

烦燥不安
,

面色潮红
,

全身

李惠敏

栗粒样皮疹
,

色紫红压之退色
,
咽红扁桃体亚

。

红

肿
,

唇周可见苍白圈
,

肘窝见帕氏征 ( + ) 舌质红

绛起刺
,

脉数有力
。

心肺 ( 一 )余无异常发现
。

化验检查
:

血白细胞 21 00 0/ ni m ’中性85 %
,

咽试培养可见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

诊断
:

中医一烂喉丹必 ( 邪入营血型 ) ,

西医

一猩红热 ( 中毒型 )
。

中医辨证
:

患儿素体票赋不足
,

易感受疫病之

邪
,

疫毒从口鼻而入侵犯肺胃
,

上攻咽喉则咽痛
,

上扰清阳则头痛
,

邪正交争急剧则见高热
,

邪热入

营犯血
,

热毒熏灼则舌红绛起刺
,

毒透肌肤见皮疹

紫红
,

热毒内陷心肝可见抽搐
,

扰及脾胃大肠则纳

呆便干
。

治法
:

清营解毒
,

凉血开窍
。

处方
:

清营汤加减
。

广犀角1 5 9 生地2 0 9 丹皮 1 0 9 赤芍 20 9

生石膏 ( 先煎 ) 5 0 9 玄参1 0 9 银花 2 0 9

连翘1 5 9 牛劳子 1 0 9 射干 6 9 薄荷 5 9

(后下 ) 鲜茅根30 9

另服紫雪散
,

咽部用中药雾化吸入
。

服上方后
,

热势逐渐降至正常
,

神清
,

继服上

方加减可见大量皮肤脱屑
,

咽痛减轻
,

纳食有增
,

大便已下
,

一周后再以清热养阴治疗而痊愈
。

每隔

一周做一次心电图
,

尿
、

血常规检查
,

随访一个月

未发现异常
。

按
:

猩红热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传染病
,

病原治

疗以青霉素首选
,

此例患儿对青霉素及磺胺类药物

过敏
,

单纯用中药治疗
,

采用 《温病条辨 》清营汤加

减
,

以求速清营血分热毒
,

透邪外达
,

以缓热毒炎

炎之势及内陷之危
,

中医论治得法则效如浮 {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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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气亏甚者
,

则升
、

柴之类
,

大非所宜
。 ”

此说虽失于偏颇
,

但也有一定道理
。

不能仅

知补中益气汤可补脾胃益气
,

而忘却其为治

中虚外感之方
。

临床上常用甘温之补中益气

汤
、

桂枝汤等治疗虚人外感发热之证亦为此

提供了一个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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