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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中药学是以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医学体系#是我国的传统医

学$数千年来#因其理论独特#自成体系#经验宝贵#疗效确切#在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也为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中医药的需求也不断

增长#中医学知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应用中医药防治疾病逐渐被更多人群所接

受$中医事业蓬勃发展#中医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现$

为此#本书编委会组织了一批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护人员#以深入的研究和丰

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参阅国内外权威书籍及文献#而完成了%实用临床中医内科学&

一书$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总论分为四章#下篇各论分为七章#共十一章$上篇总论

主要介绍了中医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治疗原则’常用治法’预防及对病人的护理#并

对中医内科学的发展简史作了简要的讲述(下篇各论重点对肺系病症’心系病证’脾胃

系病症’肝胆系病症’肾系病症’血液津液系病症及肢体经络病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系统地介绍了各系病症的病因病机’临床证候’诊断及治疗方法#力求为读者提供一本

实用的案头参考书$

本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强调实用性和科学性#在此希望能给相关医务工作者提

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由于%实用临床中医内科学&为集体执笔#编者较多#加之学识有限及时间仓促#难

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及同道批评指正$

!实用临床中医内科学"编委会!

!"##年$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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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医内科学发展简史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称"大方脉#!它是人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
不断积累$逐渐形成的%

由于中医内科学在中医学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它的起源也像中医学一样可以追溯到原始社
会%如在&山海经’一书中!就可以看到"风#$"症#$"疫疾#$"腹痛#等内科病证的名称和症状描述%
但是!医学理论的产生还需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只有进入封建社会才逐步变为现实%

奴隶社会!奴隶们创造了越来越丰富的财富!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阶级的出现与
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化!又使各行各业日趋专业化!内科学就逐渐从医疗实践中突出并独立出
来%据&周礼(天官’记载!当时的宫廷医生已分有"疾医#$"食医#$"疡医#$"兽医#四种!其中疾
医"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而扁鹊被人们视为分科的先师%由于内科疾病的普遍存在和医疗实
践的深入发展!使内科学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得到迅猛的发展!尤其是&黄帝内经’)简称&内
经’*的问世!被视为战国以前我国医学知识的总结%

殷周之际出现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学说!更春秋战国时代!则被广泛用于阐述
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并被中医学所采纳!以此探讨和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从而促进了医学
的发展!为中医学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自战国至秦汉这一时期!是中医学理论体
系的奠定时期%

&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共!"卷!各"!篇!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
)!*强调整体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健康和病态与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将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生理$病机$诊断及治疗等各方面!摸索出人体疾病变化与治疗的

粗略规律%
)$*重视脏腑$经络!论述人身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机变化及其相

互关系%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叙述六淫$七情$饮食$劳伤等病因以及脏腑六气经络的病机变化%
)&*论述望$闻$问$切四诊的诊断方法和具体内容%
)’*确定治未病!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标本!正治反治!制方!饮食宜忌!精神治疗及针刺大

法等治疗法则%
&内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已见理法方药的雏形!成为内科学理论的渊源%
另外!&内经’还记叙了#((多种内科病证!从病因$病机$病性转化及预后等方面作了简要的

论述!有些病证还专篇加以讨论!如"热论#$"咳论#$"痿论#$"疟论#$"痹论#等!从而为内科学的
发展打下了基础%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继承了&内经’等医籍的基本理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言杂病!提
出了包括理$法$方$药比较系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
来!走上了更加科学的发展轨道%

&伤寒论’以六经论伤寒!分别讨论各经病证的特点和相应的治法!此外!还阐述了各经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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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变关系以及合病$并病或失治$误治引起的变证$坏证的辨证与治疗方法%通过六经辨证!又
可以认识证候变化方面的表里之分$寒热之异$虚实之别!再以阴阳加以总概括!从而为后世的八
纲辨证打下了基础%

&金匮要略’以脏腑论杂病!以病证设专题$专篇加以论述!如肺痈$肺痿$痰饮$黄疸$痢疾$水
肿等病证的辨证与治疗%

张仲景开创辨证论治的先河!临证时因证立法$以法制方$按方遣药!而且注意剂型对治疗效
果的影响%书中实收#’)首方剂!其中有不少功效卓著的名方!一直沿用至今!仍有很好的疗效%
因此!&伤寒杂病论’在内科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经隋至唐!由于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发展!医学教育也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宫廷医学校的
课程规定!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等基础课!然后再学习包括内科在内的临床各
科课程!以沟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亦可以看出内科在当时所处的位置和所具规模%这
一时期!对内科中的多种疾病已有详细的论述!如对伤寒$中风$天行$温病$脚气病$地方性甲状
腺肿等都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对绦虫病$麻风$恙虫病$狂犬病的预防和治疗亦具有较高的水
平%&外台秘要’已记载消渴患者的小便是甜的!对黄疸病及治疗效果的观察!提出"每夜小便中
浸白帛片!取色退可验#%孙思邈进一步总结了消渴病的发病过程及其药物!食治等疗法!并规定
了饮食$起居的某些禁忌%

&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学及证候学专著!其中记载内科病者#*卷!内科
症状*"%条!对每一个病证的病因$病机$证候分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如对泄泻与痢疾$
痰证与饮证!一反过去之统称而分别立论,对寸白虫的病因$疟疾的分类$麻风病的临床表现都具
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宋代对于医学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比较重视!规定了各科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元丰备对’
记载!宋神宗时"太医局九科学生额三百人#!分科中属内科的"大方脉#!#(人!风科"(人!可见
当时对内科之器重%

从宋代起!金$元$明三代均设有大方脉科!为治疗成人各种内科疾病的专科!促进了内科的
进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金元时代四大医家的出现!他们各自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人体状况及
发病特点!总结了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治疗方法%

刘完素对&内经’中五运六气学说有深刻的研究!他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参照&内经’病机十九
条精神!认为"火热#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故力倡火热致病的机制!创立"火热论#%在治疗上!
他极善于使用寒凉药物!故后人称之为"寒凉派#%

张子和受刘完素的学术影响并加以发挥!认为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全在于病邪之侵害!不论
外因$内因致病!一经损害人体!即应设法祛邪外出!不能让其滞留体内为患%他把汗$吐$下三法
广泛运用于临床!并有独到的见解%由于他治病以攻邪为主!后人称他为"攻下派#%

李杲生活于金元混战$社会动荡之年!人们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体质虚弱!从而使脾胃在人
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所以!他指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病时则多用补气升阳的药物%由
于他擅长温补脾胃!后世称他为"补土派#%

朱丹溪研究了先世医家的学术思想和著作!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独树"相火论#$"阳有余!阴
不足#两论%在治疗上!竭力主张滋阴降火之法!故后世称他为"滋阴派#%

金元四大家及其弟子创建的四大学派!除了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外!则是他们结合实践总结出
的中医病证!及敢于和善于从临床到理论进行探索$总结!乃至提出自己的见解!证明了中医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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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即继承性!同时在继承过程中可以得到发展!这一点对后世具有极大的
启迪%

自金元四大家掀起学术争鸣之风!遂至后世历代诸家纷纷而起!各抒己见!使中医的理论与
实践日趋系统和完整%如历代对中风之争!或言"真中#!或言"类中#!或言"非风#!愈辨愈明%又
如对补脾$补肾及脾肾双补的推敲!使脾肾的生理$病机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
也更加明确%再如对鼓胀的病机认识!从东垣与丹溪的"湿热论#!到赵养葵$孙一奎的"火衰论#!
再至喻昌的"水裹气结血凝论#!也是越分析越透彻!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了治疗效果%

金元时代的成就不仅仅限于金元四大家%与此同时!&圣济总录’有!"卷专论诸风!反映当
时对"风证#的专题研究已有一定的水平%张锐著&鸡峰普济方’!把水肿分为多种类型!根据起始
部位的特征区别不同性质的水肿!施以不同治法%另外!还有一些内科病的专著问世!如宋代董
汲著&脚气治法总要’!对脚气病的病因$发病情况$治疗方法均有详细论述!并订出’%方!是一部
现存较全面的脚气病专书%元代葛可久著&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肺痨病的专著!书中所拟!(
首名药方!分别具有止血$止嗽$祛痰$补养等作用!对肺痨全过程的分证和治疗总结了一套可以
遵循的经验%

金元以后!在中医学术界掀起了发展$创新的风气!如对人体某一脏腑生理$病机的新的探
讨!或某脏腑的代谢产物被重视等!以及某个内科病证证治的见解不断有新的突破!使中医学及
其内科学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得到迅速发展%

明代继承了金元的学术成就并有所发展%如薛己的&内科摘要’在学术上受李杲善于温补的
影响!而有所发展!是我国最早用内科命名的医书%虞抟的&医学正传’则发展了朱丹溪的学说%
另王纶明确指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是对当时内科学术思想
的总结%此外!龚廷贤所著&寿世保元’!先基础!后临床!先论述!后列方!并附医案!取材丰富!立
论精详!选方实用!适于内科临床参考%&景岳全书’为纠正金元刘$张嗜用寒凉攻伐之偏!倡导人
之生气以阳为主!指出人体"阳非有余!阴常不足#!力主温补之法!是书论内科杂病部分计#"卷!
记述*(余种病证的证治!每病证均引录古说!参以己见%张氏对内科许多病证病机之分析与归
纳极为精辟!治则方药也多有心得!并结合病证对温补学说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明清时代!在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突出地位的要算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它使内科学之外感
病的实践与理论进入更高$更完善的境地%

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我国传染病学中较早的专门论著!他认为+瘟疫有别于其他热性病!它
不因感受"六气#所致!而以感染"戾气#和机体功能状况不良为发病主因%并指出"戾气#的传染
途径是与其人体接触!自口鼻而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皆病%他的这一认识!在我国医学发展史
上也是一个突破性的见解%

叶天士的&温热论’为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辨证的基础!其贡献在于+首先提出了"温
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概括了温病的发病途径和传变规律!成为外感温病的纲领,其
次!根据温病的发病过程!分为卫$气$营$血%个阶段!表示病变由浅入深的%个层次!作为辨证
施治的纲领,再者!在温病诊断上!总结前人经验!创造地发展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与白 的方

法%这就为温病学说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吴鞠通在叶氏学说基础上著成&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论述风温$温热$瘟疫等

)种温病的证治!并提出清络$清营$育阴等各种治法!使温病学说更趋系统和完整!建立了温病
辨证论治体系%其后!薛生白著&湿热病篇’!对湿温病进行了深入研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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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进行辨证施治!也都对温病学说作了发挥和补充!促进了温病学说的
发展%

在内科杂证方面!明清时期也有一定发展%喻昌&寓意草’中提出疾病发生与时代背景密切
相连的观点!加深了对疾病发生本质的认识!故而提高了疾病诊疗和理论水平%另外!林佩琴的
&类证治裁’极为实用,再者!熊笏著的&中风论’及尤在泾著的&金匮翼’对中风病的叙述,胡慎柔
著的&慎柔五书’!汪绮石著的&理虚元鉴’对虚痨病的分析,卢之颐著的&痃疟论疏’对疟疾的认
识!都可称之为内科专篇专著!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此时!对血证的认识也有新的突破!王清任著
&医林改错’!对瘀血证的论述和所创立的活血化瘀诸方!特别是为气虚血瘀所制益气活血之补阳
还五汤更属创举!直到今日!仍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唐容川的&血证论’是论述血证的专著!
对血证的认识更深入一步!并提出治血证四大要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医学传入我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
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所谓的中西汇通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由于旧中国反动统治阶
级的昏庸与无能!不可能正确引导中西两种医学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反而企图扼杀中医!使中医
学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损失!不进反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指引下!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的工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医药院校和中医医院的建立!使内科学同其他各学科一样!取得日新月异的
发展%&中医内科学’统编教材的几次修订和使用!一些中医名家整理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著书立
说!以及!)"$年的"衡阳会议#和!)"&年的"合肥会议#!对振兴中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
党和政府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一方
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
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一决定必将得
到全国的响应!并为中医的繁荣发展并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张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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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医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

第一节#病#因

病因是指能影响和破坏人体阴阳相对平衡协调状态!导致疾病发生的各种原因!又称致病因
素%病因学说是研究致病因素的致病性质和特点!以及引起疾病后的典型临床表现的学说%病
因学说的特点是辨证求因和审因论治%

在中医学术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病因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
"淫生六疾#%秦国名医医和提出的"六气致病#说!被称为病因理论的创始%如&左传(昭公

六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

阴阳分类%&内经’以阴阳为总纲!对病因进行分类%&素问(调经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
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内经’将病
因明确分为阴阳两大类!将来自于自然界气候异常变化!多伤人外部肌表的!归属于阳,将饮食不
节!居处失宜!起居无常!房事失度!情志过极!多伤人内在脏腑精气的!归属于阴%

三种致病途径%东汉时期张仲景以外感六淫为病因!脏腑经络分内外!将病因与发病途径相
结合进行研究%&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千般疢难!不越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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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
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张仲景的病因分类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并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晋代
葛洪&肘后备急方(三因论’+"一为内疾!二为外发!三为它犯%#

三因分类%宋代陈无择在&金匮要略’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因学说#%认为六淫邪气侵犯
为外所因!七情所伤为内所因!饮食劳倦$跌仆金刃及虫兽所伤等为不内外因%由于陈氏比较全
面地概括了各种致病因素!分类也比较合理!故对宋以后的病因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
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
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躜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溢溺!有悖常理!为不内外因%#

致病因素多种多样!诸如气候异常$戾气传染$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失度$持重努伤$跌
仆金刃$外伤及虫兽所伤等!均可成为病因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是相互作用的!某一病理阶段中的结果!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阶段的致病因素!即病理产物可成为病因%如痰饮$瘀血是脏腑气血机能失调所形成的病理产
物!当其形成后!又可导致新的病理变化而成为新的病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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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淫
!一"六淫的基本概念

!+六淫
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性致病因素的总称%"淫#!有太过和浸淫之意%六淫

可以理解为六气太过!或是令人发病的六气%六淫之名!首见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可能是由
医和的"淫生六疾#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的"风淫于内#$"热淫于内#$"湿淫于内#$"火淫于内#$
"燥淫于内#$"寒淫于内#概括而来%

#+六气
六气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正常的气候变化%&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六气分治#!是

指一岁之内!六气分治于四时%六气是万物生长变化的最基本条件!也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必要条
件%六气对人体是无害的!六气一般不致病%&素问(宝命全形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

$+六气转化为六淫的条件
六气异常变化+六气太过或不及!六气变化过于急骤!非其时而有其气!或"至而不至#!或"至

而太过#!或"至而不及#等%正气不足+六气异常!若逢人体正气不足!抵抗力下降!就会侵犯人
体!引起疾病发生而成为致病因素%

!二"六淫致病的共同特点
)!*六淫致病多与季节气候和居处环境有关%六淫为六气的太过或不及!而六气变化!有一

定的季节性!所以!六淫致病与季节有关%如春季多风病!夏季多暑病!长夏多湿病!秋季多燥病!
冬季多寒病%因六淫致病与时令气候变化有关!故又称"时令病#%此外!久居湿地或长期水中作
业!则易患湿病,而长期高温环境下作业!则易患燥热或火邪为病%

)#*六淫邪气既可单独侵袭人体而致病!也可两种或两种以上共同侵犯人体而致病%如风寒
感冒$湿热泄泻$暑湿感冒等为两种邪气共同致病!痹证则为风寒湿三邪相并侵犯人体而致病%

)$*六淫邪气侵犯人体后!病证的性质可随病情的发展和体质的不同!而发生转化%如病情
发展!寒邪入里化热!湿郁化火!暑湿日久化燥伤阴等%而体质不同!病性也可从阳化热!或从阴
化寒%

)%*六淫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为肌表或口鼻!因邪从外来!多形成外感病!故六淫又有"外感
六淫#之称%

!三"六淫邪气各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

!+风
风虽为春季主气!但四季皆可有风!故风邪引起的疾病虽以春季为多!但其他季节亦均

可发生%
风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如下+
)!*风为阳邪!其性开泄!易袭阳位+风性主动!具有升发向上的特性!所以风属于阳邪%其性

开泄!是指风邪侵犯人体!留滞体内!易引起腠理疏泄开张!表现出汗出恶风的症状%阳位是指头
面部!因风邪具有升发向上的特性!所以风邪侵袭!常伤及人体的头面部!出现头昏头沉$鼻塞流
涕$咽痒咳嗽等症状%

&素问(风论’+"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
&素问(太阴阳明论’+"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先受之#!"伤于风者!上先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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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性善行而数变+"善行#!是指风邪致病具有病位游移$行无定处的特性%例如!风邪偏
盛所致的痹证!以游走性关节疼痛!痛无定处为特点!风邪为主引起的痹证又称为"行痹#或"风
痹#%"数变#!是指风邪致病具有变幻无常和发病迅速的特性!如风疹就有皮肤红癍发无定处!此
起彼伏!瘙痒难忍的特点%另外!由风邪所致的外感疾病!一般也多有发病急$传变快的特点%

&素问(风论’+"风者!善行而数变%#&景岳全书(卷十二’+"风气胜者为行痹%盖风者善行
而数变!故其为痹!则走注历节!无有定所!是为行痹!此阳邪也%#

)$*风为百病之长+是指风邪为六淫病邪中最主要和最常见的致病因素%寒$暑$湿$燥$火诸
邪多依附于风而侵犯人体!风邪为外邪致病的先导%另外!风邪致病可以全兼其他五邪!如兼寒
为风寒!兼暑为暑风!兼湿为风湿!兼燥为风燥!兼火为风火!而其他五邪则不可全兼%

&素问(风论’+"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临证指南医案(卷五’+"盖六气之中!惟风能全兼五邪!如兼寒曰风寒!兼暑曰暑风!兼湿曰

风湿!兼燥曰风燥!兼火曰风火%盖因风能鼓荡此五气而伤人!故曰百病之长也%其余五气!则不
能互相全兼%#

#+寒
寒为冬季主气!寒邪致病多见于严冬%但盛夏之时人们贪凉饮冷!所以也容易受到寒

邪侵袭%
寒邪为病有内寒与外寒之分%
内寒是指阳气不足!温煦功能减退!寒由内生的病理变化%外寒指寒邪侵犯人体!寒从外来

的病理变化%外寒又分为伤寒和中寒%伤寒是指寒邪损伤肌表!郁遏卫阳的病理变化,中寒是指
寒邪直接侵犯脏腑!伤及脏腑阳气的病理变化%

外寒与内寒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阳虚内寒之体!容易感受外寒,而外来寒邪侵入机体!日久
不散!又能损伤阳气!导致内寒%

寒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如下+
)!*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为自然界阴气盛的表现!故其性属阴%阴阳之间存在着对立制约

的关系!若阴阳处于正常状态!能够相互制约!则机体阴阳平衡%
若阴寒偏盛!对阳气的制约加强!就会损伤阳气!引起阳气不足%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说"阴胜则阳病#%例如!外寒侵袭肌表!卫阳被遏!就会出现恶寒,寒邪直中脾胃!损伤脾胃阳气!
就会出现脘腹冷痛!呕吐!腹泻等症,若心肾阳虚!寒邪直中少阴!就会出现恶寒!手足厥冷!下利
清谷!小便清长!精神萎靡!脉微细等症%

)#*寒性凝滞+凝滞!凝结$阻滞之意%气血津液之所以能运行不息!通畅无阻!全赖一身阳和
之气的温煦推动%阴寒之邪侵袭人体!损伤阳气!就会影响气血运行!导致气血阻滞不通!不通则
痛!故寒邪伤人多见疼痛症状%例如!寒邪偏盛所致的痹证!以关节剧烈疼痛为特点!寒邪为主引
起的痹证又称为"痛痹#$"寒痹#%

&素问(痹论’+"寒气胜者为痛痹%#寒邪侵犯肌表会出现全身疼痛!寒邪直中脾胃会出现脘
腹冷痛%

&素问(举痛论’+"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通涩*而不行!客于脉外
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素问(痹论’+"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

)$*寒性收引+收引!收缩牵引之意%寒性收引是指寒邪侵袭人体!会引起气机收敛!腠理$经
络$筋脉收缩挛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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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举痛论’+"寒则气收%#例如!寒邪侵袭肌表!腠理闭塞!卫阳被遏不得宣泄!就会出现
无汗发热,寒客血脉!则气血凝滞!血脉挛缩!可见头身疼痛!脉紧,寒客经络关节!经脉拘急收引!
则可使肢体屈伸不利!或冷厥不仁%

$+暑
暑为夏季的主气!为火热之气所化%&素问(五运行大论’+"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

暑%#
暑邪致病有明显的季节性!&素问(热论’+"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
暑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如下+
)!*暑为阳邪!其性炎热+暑为火热之气所化!具有酷热之性!火热属阳!故暑为阳邪%炎热是

指温热上炎!所以暑邪伤人!多出现一系列阳热症状!如壮热$脉象洪大等%暑邪上扰于面!出现
面赤,扰乱心神!出现心烦!甚则神昏%

)#*暑性升散!耗气伤津+暑为阳邪!阳性升发!暑邪侵犯人体!直入气分!可致腠理开泄!迫津
外泄!所以暑邪侵犯人体可引起大汗出%汗为津液所化!汗出过多!则耗伤津液!津液亏损!可出
现口渴喜饮$尿赤短少等%由于津能载气!在大量汗出的同时!气随汗泄!引起气虚!可出现气短
乏力$声低懒言等%

)$*暑多夹湿+是指暑邪侵犯人体容易兼夹湿邪%盛夏之季!气候炎热!雨水较多!热蒸湿动!
湿邪弥漫!故暑邪为病!常兼夹湿邪侵犯人体%其临床表现!除发热!心烦!口渴喜饮等暑邪致病
的症状外!常兼见四肢困倦!胸闷呕恶!脘痞腹胀!大便溏泻不爽等湿阻症状%

%+湿
湿为长夏主气%夏秋之交!阳热下降!水气上腾!氤氲熏蒸!潮湿弥漫!故湿邪致病多见于长

夏季节%另外!久居湿地$涉水淋雨或长期水下作业!也易罹患湿病%
湿邪为病!有内湿与外湿之分%内湿是指脾失健运!水湿停聚!湿由内生所形成的病理变化%

外湿则多由气候潮湿!居处潮湿!湿邪侵袭人体!湿从外来所致的病理变化%
外湿和内湿虽有不同!但在发病过程中常相互影响%伤于外湿!湿邪困脾!健运失职则易形

成内湿,而脾阳虚损!水湿不化!也易招致外湿的侵袭%
湿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如下+
)!*湿为阴邪!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湿性类水!水为阴之征兆!故湿为阴邪%湿为有形之

邪!侵及人体!留滞于脏腑经络!最易阻遏气机!使气机升降失常!经络阻滞不畅%湿邪侵犯人体!
弥漫三焦%上焦气机不畅!可出现胸闷不适,中焦气机不畅!则见恶心呕吐!脘痞腹胀,下焦气机
不畅!则见小便短涩!大便不爽等%由于湿为阴邪!阴胜则阳病!故其侵犯人体!最易损伤阳气%
脾为阴土!喜燥而恶湿!故湿邪外感!留滞体内!常先困脾!而使脾阳不振!运化无权!水湿停聚!发
为腹泻$尿少$水肿$腹水等%

)#*湿性重浊+重!沉重或重着之意%湿性重是指湿邪侵犯人体!可引起带有沉重感的症状%
如头重如裹!周身困重!四肢酸懒沉重等%湿邪偏盛所致的痹证!以关节疼痛重着为特点!湿邪为
主引起的痹证又称为"着痹#或"湿痹#%浊!秽浊或混浊之意%湿性浊是指湿病患者的分泌物$排
泄物多秽浊不清%如面垢眵多$大便溏泻$下痢黏液脓血$小便浑浊$妇女白带过多$湿疹浸淫流
水等%

)$*湿性黏滞+黏滞!即黏腻停滞%湿性黏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湿病患者分泌物$
排泄物的排出多黏滞不爽!如小便不畅!大便不爽等%二是指湿邪为病多缠绵难愈!病程较长或

((!(

实用临床中医内科学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