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总第

46

卷第

5

期

温病是由温邪引起的以发热为主症，具有热象

偏重、易化燥伤阴等特点的一类急性外感热病

[1]

。 温

病有不同的分类，按是否兼有湿邪，可分为湿热病

和温热病两大类。 六经病是指《伤寒论》中的太阳

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 《难

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

温，有热病，有温病。 ”其中湿温、热病、温病即属于

温病学的范畴。 《伤寒论》之“伤寒”和“伤寒有五”之

“伤寒”的含义是一致的，即广义伤寒，指的是一切

外感疾病。 清代柯琴说：“六经钤百病。 ”可见，《伤寒

论》中的六经病是包括温病在内的。 只是温热病属

于六经病中的哪一经病，历来众说纷纭，不尽相同。

方药的适应证，简称为方证。 如桂枝汤证、麻黄

汤证、白虎汤证等等

[2]

。 从方证的角度来探讨温热病

和六经病的关系，比较容易明确。

吴瑭是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 其温病理论来源

于叶天士，《温病条辨》是其代表作。 《温病条辨》中的

方剂有三大来源：一是《伤寒论》；二是叶天士医案；

三是其他医家，包括李东垣（如普济消毒饮、清暑益

气汤）、张景岳（如玉女煎、加减理阴煎）等。本文选择

《温病条辨》和《伤寒论》中有代表性的方剂进行辨

析，即从方证的角度来探讨温热病和六经病的关系。

温热病又可分为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

证四证。 从八纲来看，温热病属于阳证、热证、里证，

有虚、实之分；阳明病属于阳证、热证、里证、实证，

或兼有虚证； 少阴病之热化证属于阳证、 热证、里

证、虚证，或兼有实证。 温热病的实证属于阳明病。

虚证有两种情况： 上焦和中焦的虚证乃津液不足，

属于阳明病；下焦的虚证是精血不足，属于少阴病

之热化证。 下面从卫、气、营、血四证分别论述。

1

卫分证

《温病条辨·上焦篇》有卫分证的论述。 卫分证

是由于郁热所致，其微恶寒乃阳热内郁，卫气不达

于表所致。 清代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辨》中说：“在

温病，邪热内攻，凡见表证 ，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

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 ”

[3]

此处的“表证”是指“发

热恶寒恶风，头痛身痛”等症状。 这些症状的发生是

由于“里热结滞，阳气不能敷布于外”所致

[3]

。 温病大

家赵绍琴认为：“温病初起……始在上焦， 虽有寒

热，却非表证，故曰在卫。 ”

[4]2

还说：“卫分证必寒热

头痛，非是表邪，乃火热内郁之象。 ”

[4]13

河北名医李

士懋亦说：“温邪袭肺， 肺气 郁， 卫阳不得宣发敷

布，外失卫阳之温煦，于是出现恶风寒一症”；“卫分

证的出现，其本质属肺之郁热”

[5]

。 可见，卫分证属于

里热实证之阳明病，而非表寒之太阳病。

桑菊饮和银翘散是治疗卫分证的代表方剂。桑菊

饮之连翘、苇根，银翘散之银花、连翘、竹叶、苇根皆是

清内热之药。 其中桑叶、薄荷、豆豉、芥穗非为发汗散

寒，而是为了疏通畅达、发散解郁之用。赵绍琴先生亦

认为银翘散中应用荆芥穗，“目的是宣阳开卫分”

[4]18

。

2

气分证

气分证在《温病条辨·上焦篇》有论述，而在《中

焦篇》重点论述。 《中焦篇》第一条：“面目俱赤……

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者，传至中焦，阳明温病

也。 脉浮洪躁甚者，白虎汤主之；脉沉数有力，甚则

脉体反小而实者，大承气汤主之。 ”此为气分证的典

型表现以及治疗的代表性方剂。 《伤寒论》 第

182

条：“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 答曰：身热汗自出，不

恶寒，反恶热也。 ”这二条的症状描述是一致的。 很

明显，气分证为里热实证，即为阳明病。

摘 要 方药的适应证，简称之为方证。 选择《温病条辨》和《伤寒论》中有代表性的方剂，从方证的角度探讨温热病

和六经病的关系。 温热病的实证属于阳明病。 虚证有两种情况：上焦和中焦的虚证乃津液不足，属于阳明病；下焦的虚证

是精血不足，属于少阴病之热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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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中所采用的方剂， 如白虎汤、 白虎加人参

汤、栀子豉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以

及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黄承气汤、增液承气

汤等诸承气汤加减方，亦为治疗阳明病的主要方剂。

另外，还有热盛伤阴、津液不足的情况。 治疗此

证的方剂，如沙参麦冬汤、益胃汤、玉竹麦门冬汤以

及雪梨浆、五汁饮等，通过滋养津液而清退余热。 如

同《伤寒论》中的竹叶石膏汤，治疗阳明病之气津两

伤、余热未清。 此等方证亦属于阳明病。

3

营分证

营分证在《温病条辨·上焦篇》和《温病条辨·中

焦篇》中论及。 清营汤是治疗营分证的代表方剂。

叶天士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6]

。 此方由三部分组

成，用银花、连翘、竹叶质轻味淡之品“透热转气”，

生地、玄参、麦冬滋阴凉血，犀角、丹参、黄连清热泻

火、凉血活血。 后两组药与犀角地黄汤的证治类似。

此方证可看作是少阴病（热化证）和阳明病的

合病或并病，而以少阴病为主。 故营分证虽处于气

分证和血分证之间，而更接近于血分证。

4

血分证

血分证重点在《温病条辨·下焦篇》论述，《上焦

篇》和《中焦篇》亦有涉及。

4.1

黄连阿胶汤证 少阴为水火之脏， 阴阳之根，

因而少阴病不仅有阳虚火衰的寒证，而且还有阴虚

火旺的热证

[7]

。 黄连阿胶汤是治疗少阴病热化证的

主方。 《伤寒论》第

303

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

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温病条辨·

下焦篇》亦有：“少阴温病，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

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 ”黄连阿胶汤由

黄连、黄芩、阿胶、白芍、鸡子黄组成，滋阴降火，交

通心肾，使相火潜藏于肾水。

4.2

犀角地黄汤证 犀角地黄汤证在 《温病条辨·

下焦篇》正式提出：“时欲漱口不欲咽，大便黑而易

者，有瘀血也，犀角地黄汤主之。 ”叶天士说：“入血

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 ”

[6]

犀角地黄汤就反

映了这种治疗思想。 方中犀角凉血解毒，“入下焦血

分以清热”

[8]138

；生地黄、白芍滋阴凉血；丹皮凉血散

血。 全方共奏滋阴清热，凉血散血之功。

4.3

加减复脉汤证 加减复脉汤亦是治疗血分证

的重要方剂。 《温病条辨·下焦篇》第一条即提出：“脉

虚大，手足心热甚于手足背者，加减复脉汤主之。 ”此

方由炙甘草汤（复脉汤）加减变化而来。 炙甘草汤为

气血双补、阴阳并调之方，加减复脉汤“去参、桂、姜、

枣之补阳，加白芍收三阴之阴”

[8]129

，变为单纯滋阴养

血之方。 另外，一甲复脉汤、二甲复脉汤、三甲复脉

汤、 救逆汤、 大定风珠诸方亦从加减复脉汤化裁而

来。 《温病条辨·下焦篇》第三条说：“宜复脉辈，复其

精”；第八条：“热邪深入，或在少阴，或在厥阴，均宜

复脉”。 其“少阴”指的是“肾精”，“厥阴”指的是“肝

血”。 “二经均可主以复脉者，乙癸同源也”

[8]131

，即精

血同源，故“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也”

[8]131

。

以上三个方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精血不足，即阴

虚。 只是兼证不同，或阴虚火旺，或阴虚血瘀，或阴虚阳

亢，或阴虚风动。 故治疗在滋阴（滋补精血）的基础上，

或加芩连泻火，或加丹皮散血，或加“介属潜阳”。 所以，

以上三方皆能治疗少阴病热化证， 亦是治疗血分证的

主要方剂。 由此可以看出，血分证属于少阴病热化证。

5

结语

综上所述，温病之温热病属于阳明病和少阴病

（热化证）的范畴。 其中，卫分证和气分证属于阳明

病，营分证和血分证属于少阴病（热化证），而营分

证尚兼有阳明病。

关于温病中的湿热病，薛雪在其《湿热论》第一条

自注中云：“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湿热乃阳

明、太阴同病也”，“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

外相引，故病湿热”

[9]

。 可见湿热病属于阳明太阴合病。

无论是温热病，还是湿热病，都与阳明病有着密

切的关系。 兼湿则多合太阴病；不兼湿而兼燥，病久

易合并或变为少阴病（热化证）。这是因为“温邪久羁

中焦，阳明阳土，未有不克少阴癸水者”

[8]129

。 吴鞠通

在《温病条辨·凡例》中说：“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

羽翼伤寒。 ”《温病条辨》确实是对《伤寒论》的继承和

发展，它主要发展了阳明病和少阴病热化证的治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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