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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效果明显。 余伦文

[3]

将针灸汗法分别用于发散

风寒和透表解热， 并且提出了汗法禁忌的变通之

法：发散风寒取大椎、风门、合谷用平补平泻手法，

后溪用烧山火手法以发汗；清透表热取肺俞、大椎

平补平泻，少商刺血，合谷用透天凉手法，以清宣表

热；对于大吐、大泻、失血者本不可发汗，若必须要

发汗则先针刺太溪、阴谷以滋阴，足三里、气海以补

气，然后再用汗法，则邪祛而正不伤。 陈作霖

[4]

则同

时取后溪、合谷穴发汗，二穴均可应用于风寒表证

和风热表证， 所不同的是风寒表证加灸大椎穴，风

热表证于大椎穴刺血。

4

结语

综上所述，“汗法”在针灸治疗中的应用最早由

《内经》 提出， 但只是提出了一些指导原则性的理

论，并无详细的操作记载。 直到宋·琼瑶真人《针灸

神书》才有了明确的取穴、手法操作和针对适应病

症的详细介绍。 宋代以后，各家又根据自己的临床

经验，提出了各自关于“汗法”的取穴和操作，虽然

与前人的操作不尽相同，但各有特色，且在临床应

用中也都有明显的效果，丰富了针灸临床的治疗手

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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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血是指血由胃而来，经口呕吐而出，血色红

或紫黯，常夹有食物残渣，也称为呕血，是临床上常

见的危重病症。 本病相当于西医肝硬化门脉高压所

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消化性溃疡，急、慢性

胃炎，胃癌等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 现将中医对吐

血的证治浅析如下。

1

病名研究

《内经》中无吐血之名，而有呕血之名。 吐血病

名最早见于《金匮要略》，并设有专篇进行论述。 古

时曾将吐血有声者称为呕血，无声者称为吐血。 但

清·何梦瑶在 《医碥·卷一·血》 中说：“吐血即呕

血。 ”

[1]

并认为不必将两者分开。 也有人将吐血范围

扩大，认为凡血从口中而出，皆称为吐血。 如清·吴

鞠通《医医病书·吐血论》云：“吐血之症，有吐血，有

咳血，有呕血。 ”

[2]

但大多数医家认为吐血之血出于

胃，而咳血责之于肺，两者不可并论。 如明·张介宾

《景岳全书·杂证谟·血证》曰：“失血于口者，有咽喉

之异。 ……咽为胃之上窍，故由于咽者，必出于胃。

喉为肺之上窍，故由于喉者，必出于肺。 ”

[3]514

、“吐血

失血等证， 凡见喘满、 咳嗽……此病在肺也。 ”

[3]516

清·傅山提出“吐白血”

[4]

，他认为久病之人，吐痰皆

白沫，其状似蟹涎，无败痰存其中，实血而非痰也，

摘 要 历代医家对吐血从病名、病因、病机及治法等方面均有论述。古人认为，吐血可因饮酒过度、情志不畅、饮食

不节、劳欲久病、感受外邪、瘀血内阻等致病。 其病机可概括为气、血、火三者兼夹错杂，导致血液不循常道，溢出脉外，蕴

积于胃，血随胃气上逆，从口吐出。 在治法方面，古人根据辨证论治原则，运用凉血止血、温阳止血、滋阴降火、养肝平肝、

疏肝降气、平冲降胃、活血化瘀、引火归原、益气固脱等方法治疗。

关键词 吐血 中医病机 中医药疗法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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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白血也，实为肾中之精血。

2

病因研究

2.1

饮酒过度 因嗜酒无度，损伤脾胃，湿热内生，

蕴于阳明，则阳明热盛，损伤血络，迫血妄行，血溢

脉外，而成吐血。 如《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

瘀血病脉证治》云：“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极

饮过度所致也。 ”

[5]215

《张氏医通·诸血门·诸见血证》

亦云：“酒性大热伤胃，胃气不守…中焦之血，不布

于经络…随气溢出也， 此即千金所谓由伤胃吐血

也。 ”

[6]

2.2

情志不畅 若恼怒过度，肝失疏泄，肝气郁滞，

日久郁而化火，肝火横逆犯胃，胃气上逆 ，血随气

逆，可致吐血。 如《素问·举痛论》曰：“怒则气逆，甚

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 ”

[7]265

若忧思太过，耗伤心

脾，脾虚则气血生化无源，中气亏虚不能固摄营血，

血溢脉外，引起吐血。 张介宾《景岳全书·杂证谟·血

证》指出：“忧思过度，损伤心脾，以致吐血、咯血者

……是皆中气亏损不能收摄所致。 ”

[3]518

2.3

饮食不节 平素嗜食肥甘厚味、 辛辣炙煿，损

伤脾胃，湿热内生，蕴积脾胃，热伤血络，血随胃气

上逆，从口吐出；或平素饥饱失常，脾胃受损，中气

虚不能摄血， 引起吐血。 《仁斋直指方·卷二十六·

血》云：“有饮食伤胃，或胃虚不能传化，其气逆上，

亦令吐衄。 ”

[8]

此外，《诸病源候论·血病诸候·诸血》

中亦记载，因饱食后，脾胃运化不及，饮食不能消

化，强呕吐之，损伤胃口，而致吐血

[9]

。

2.4

劳欲久病 房劳过度，肾之精血亏虚，阴虚火

旺，迫血妄行；或肾阳虚衰，不能温助脾阳，脾胃虚

寒，脾不统血，引起吐血。 故清·林珮琴《类证治裁·

卷二·吐血》云：“房劳竭力，伤肾呕血。 ”

[10]81

《临证指

南医案·卷二·吐血》

[11]

也指出“恣情纵欲以贼肾脏之

真阴真阳”可导致吐血。 此外，久病及肾，或久病入

络，亦可导致吐血。

2.5

感受外邪 外感风火暑燥之邪，或外邪入里化

热，损伤上部血络，迫血妄行，血溢脉外，可致吐血。

如宋·朱肱《类证活人书·卷十一·问吐血》云：“伤寒

吐血，由诸阳受邪，热初在表……热毒入深……故

吐血也。 ”

[12]

《类证治裁·卷二·吐血》亦云：“吐血……

外因系火风暑燥之邪……”

[10]83

。

2.6

瘀血内阻 离经之血未排出体外， 或久病入

络，瘀血阻滞经络，血行不畅，血不循经，血溢脉外，

积于胃中，随胃气上逆，则吐血。 清·唐容川《医学见

能·卷二·失血》记载：“瘀血而吐，必先胸痛，血色如

紫，或黑而成块，脉必滞涩，宜四物汤。 ”

[13]

3

病机研究

吐血一证有虚实之分， 实者多因气火亢盛，火

热熏蒸，损伤血络，迫血妄行所致。 金·刘完素《素问

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热类·血溢》

[14]

指出：“血溢

者，上出也。 心养于血，故热甚则血有余而妄行。 ”

《景岳全书·杂证谟·血证》

[3]519

曰：“吐血全由火盛而

逼血上行者，宜察火之微甚。 ”虚者多由阴虚火旺，

迫血上行；或气虚不摄，血溢脉外导致。 元·朱震亨

《丹溪心法·卷二·吐血》

[15]

云：“吐血，阳盛阴虚，故血

不得下行。 ”《仁斋直指方·卷二十六·血》亦云：“气

虚夹寒，阴阳不相守，荣气虚散，血亦错行，所谓阳

虚阴必走是尔。 ”

[8]

此外，吐血后，离经之血形成瘀

血，蕴积体内，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或阻滞血行，可

使吐血反复。

其主病之脏腑主要在胃，与肝、心、脾、肾密切

相关。 《素问·厥论》曰：“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

衄呕血。 ”

[7]297

清·唐容川《血证论·吐血》云：“肝肺

虽系血之来路，而其吐出，实则胃主之也。 ”

[16]

张锡

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指出：“胃气厥逆，可致衄

血、呕血，因血随胃气上行也。 ”

[17]497

“盖吐血之证，

多由于胃气挟冲气上逆……”

[17]50

可见胃乃吐血主

病之腑，但其与肝、心、脾、肾关系密切。 如《诸病源

候论·血病诸候·诸血》记载：“肝心两脏伤，故血流

散不止，气逆则呕而岀血。 ”

[9]

叶天士

[11]

认为“劳形苦

志而耗损心脾， 恣情纵欲以贼肾脏之真阴真阳”均

可致吐血。 此外，古人还认为吐血的发生与冲脉有

关。 如清·高世栻

[18]

《医学真传·吐血》云：“凡吐血

多，乃胞中血海之血。 ”唐容川

[16]

认为：“血之归宿，

在于血海，冲为血海，其脉丽于阳明，未有冲气不逆

上，而血逆上者也。 ”故吐血的发生主要责之于气、

血、火，三者可再分虚实，三者之间亦可相互转化、

错杂为病。 由于气、血、火三者的影响，导致血液不

循常道，溢出脉外，蕴积于胃，血随胃气上逆，而从

口吐出。

4

治法研究

历代医家对吐血的辨证治疗各有发挥，可大致

概括如下：

4.1

凉血止血 对于因火热亢盛，迫血妄行而导致

的吐血，宜凉血止血。 如《金匮要略》设泻心汤，药用

大黄、黄连、黄芩治疗热盛吐血

[5]222

。

4.2

温阳止血 对于因阳气亏虚，气不摄血，血溢

脉外而引起的吐血，宜温阳止血。 如《金匮要略》用

艾叶、炮姜治疗虚寒吐血

[5]218

。

4.3

滋阴降火 由于阴虚火旺，迫血上行而致的吐

血，可运用滋阴降火之法治疗，使血不上溢。 如《寿

世保元》用凉血地黄汤治疗阴虚火旺之吐血

[19]

。

4.4

养肝平肝 肝主藏血，具有调节全身血量的生

理功能。 肝体阴而用阳，肝血充足，则肝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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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同时，肝血充足亦可制约肝阳，使之勿亢。 但

吐血可致肝失其职。 故在治疗时应注意养肝平肝，

使血有所归。此即明·缪希雍

[20]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所云：“宜补肝，不宜伐肝”。

4.5

疏肝降气 清·陈士铎

[21]

《石室秘录·卷六·血

症》指出怒气伤肝，不先舒肝气，而去止血，就越激

动肝气，则吐血不止。 故用柴胡、白芍，既疏肝气，又

防劫肝阴。

4.6

平冲降胃 因吐血责之于胃，脾胃又是气血生

化之源，后天之本，故在吐血治疗中，治胃颇为重

要。 张锡纯认为：“吐血之证多由于胃气不降。 ”

[17]497

治疗时多用赭石、半夏降胃气。而唐容川

[16]

认为：“冲

脉隶于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 ”

4.7

活血化瘀 瘀血阻滞经络，血不循经，血溢脉

外，随气上逆，可致吐血。 同时，若瘀血不能及时消

除，日久又可变生他症。 故对于瘀血内阻而致的吐

血，应治以活血化瘀。如《时方妙用·卷三·血证》

[22]

记

载用四物汤治疗吐血之瘀血证。

4.8

引火归原 张景岳认为色欲劳伤过度，耗伤肾

中真阳，若虚阳浮上，可致吐血之格阳虚火证。 并提

出用镇阴煎或八味地黄丸之类，以引火归原，使火

降而血安

[3]519

。

4.9

益气固脱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若吐血

暴作，失血如涌，则气无所依而随血而脱 ，病情危

重。 对此，张景岳

[3]

认为：“有形之血不能即生，无形

之气所当急固。 ”可浓煎独参汤徐服，不仅可以益气

固脱，同时可以达到阳生阴长的效果。

5

结语

吐血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病症， 中医认为其病

因为饮酒过度、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欲久病、感

受外邪、瘀血内阻等，不同病因均可使气、血、火三

者相互兼夹错杂，导致血液不循常道，溢出脉外，

蕴积于胃，血随胃气上逆，而从口吐出。 临床治疗

时，应辨病辨证相结合，灵活运用凉血止血、温阳

止血、滋阴降火、养肝平肝、疏肝降气、平冲降胃、

活血化瘀、引火归原、益气固脱等具体方法进行治

疗。 笔者对中医吐血证治总结仅仅是“管中窥豹”，

希望能为中医临床诊疗吐血及相关危重病症提供

启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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