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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被后世誉为“温
病四大家”，其学术成就绝不仅限于论治温病，而是
博采众长，识见超群，内、外、妇、儿各科齐擅，外感、
内伤皆精。 笔者仔细研读其传世之作，结合其临床
医案，体会其学术思想，同时结合笔者在妇科临床
运用的经验，将其学术特色思想总结如下，希望能
继承经典，并运用于临床。
1 叶氏重视肝肾，从奇经辨证论治妇科诸病

叶氏认为奇经八脉与妇女的经、带、胎、产功能
关系密切，又八脉隶于肝肾 ，当肝肾虚损 ，精血耗
乏，必然累及奇经，即“下元之损，必累及八脉”、“肝
血肾精受戕，致奇经八脉中乏运用之力” [1]，可认为
肝肾失调、奇经受损，则女子经、带、胎、产失调，所
以妇科的辨证要重视肝肾、从奇经辨证。 他认为女
子正常的月经生理需要“肝肾健”、“任脉为之担任，
带脉为之约束，刚维蹻脉之拥护，督脉以总督其统
摄”才能从血海而下；而当肝肾亏虚、奇经受损失去
自我约束功能则致崩漏、月经先后不定期、闭经等
证；另外他认为产后诸症亦与肝肾亏虚、奇经八脉
受损密切相关，如“肝肾阴亏”、“奇脉不固”、“冲脉
逆， 则诸脉皆动”、“冲任督带伤损， 致阴阳维蹻不
用”等皆导致产后恶露不尽、郁冒、发热等证。 再如
其论道女子带下、癥瘕亦与肝肾、奇脉密切相关，其
曰：“淋带瘕泄， 奇脉空虚……女子以肝为先天，医
人不知八脉之理。 ”总结起来，叶氏重视肝肾、从奇
经辨证，他认为女子的生理、病理与肝肾、奇经八脉
的功能密切相关，可认为奇经为“脉海”，具有“担
任”、“约束”、“总督”、“维续”、“护卫”、“包举” 全身

阴阳气血的功能，既是妇女的生理重点，又是病变
的总因。

关于肝肾失调，奇经为病，叶氏总体将其治法
概括为“阳宜通，阴宜固，包举形骸，和养脉络”。 临
床运用原则为：“奇脉之结实者，古人必用苦辛和芳
香以通脉络， 其虚者必辛甘温补佐以流行脉络，务
在气血和调，病必痊愈。 ”具体用法则在医案中多有
体现，如其在《临证指南医案》中，针对奇经阳虚所
致月经失调、产后诸病者，常用辛甘温润的血肉有
情之品补养肝肾来达到“血肉充养”、“通补奇经”的
目的，正如其论道：“精血皆有形，以草木无情之物
为补益，声气必不相应……且血肉有情，栽培人身
精血”；而针对奇经不固、下焦阴亏所致的崩漏、产
后虚劳诸证，则多用填髓充液，静养肝肾之阴法；针
对奇经阴阳俱损， 则采用滋阴与补阳同用调理肝
肾，以达到督任同补的目的，用药则柔阳与清润同
进；针对气滞血瘀，奇经失畅所致月经不调、痛经诸
证，则以疏肝理气、宣通奇脉为主[2]。 综上所述，叶氏
重视肝肾、从奇经辨证论治妇科疾病，是其学术思
想的一大特色，并且这一思想为后世广泛运用于临
床，影响深远。
2 薛氏重视湿热为患，从脾胃论治妇科诸证

薛氏认为湿热为患所致诸病最广， 正如朱丹溪
所云：“湿热为患，十之八九”，不仅包括温病湿温证，
也包括内伤杂病诸证，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如《医方
考》云：“东南卑下之区，十病九湿”，所以薛氏认识到
湿热为病的特点， 总结出中医历史上唯一一部以湿
热为患的专著《湿热论》，故深入研习研究薛氏之作，

摘 要 温病四大家学术思想对中医妇科学的发展有深厚的影响，其论治妇科疾病特色思想主要概括为：叶氏重视
肝肾，从奇经辨证论治妇科诸病；薛氏重视湿热为患，从脾胃论治妇科诸证；吴氏通补结合，巧用剂型论治妇科杂证；王氏
强调药用清灵，药食两用调理妇科诸证。 选择温病四大家特色学术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传统中医大家不会局
限于某一科、某一病的治疗，更符合中医整体观、辨证论治的思维；另一方面其特色学术思想广泛适用于妇科临床，为妇
科的诊疗提供了新思路，值得后世医家好好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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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临床价值[3]。虽然薛氏有关“湿热”的思想多运用
于外感湿热病中，但借鉴其思想，对中医妇科的诊疗
亦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针对四川盆地的妇科医生，
一则因为湿热具有“同类相召”易感妇女的特性；另
则是因为妇女多有因经、带、胎、产的生理，易失于调
理，导致脾胃受损，正如薛氏论道：“湿热病属阳明太
阴经者居多”、“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
相引，故病湿热”；又谓“或先因于湿，再因饥饱劳役
而病者，亦属内伤挟湿，标本同病”，所以四川盆地妇
女易感湿热病，临床主要见带下病、月经病、妇人腹
痛、癥瘕等病中，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带下黄臭、月
经淋漓不尽、小腹坠痛、附件囊肿等，所以在妇科临
床中常常需要重视湿热为患。

对于妇科湿热证，临床治法则多尊崇薛氏之法，
从脾胃论治，具体治法首先要辨湿热孰轻孰重，针对
湿重于热之证，常需辛散开达气机，用药多以桂枝、
厚朴、半夏、菖蒲、草果等，使气机得行，湿邪得化，则
湿热自去；针对热重于湿之证，则宜清胃降逆，如苏
叶、黄连、栀子、芒硝、大黄之类，则湿热外出而解；针
对湿热并重之证，则清利并用，如用蔻仁、半夏、干菖
蒲、六一散等化利湿热，增连翘、绿豆衣清热之功，使
湿两解； 而针对湿热后期对湿邪余邪未净， 脘中微
闷，知饥不食诸证，则选用薛氏五叶芦根汤，轻清宣
上，化湿利下。总之，薛氏以脾胃为湿热之病变中心，
因为湿邪喜伤脾气，致运化失司，热多伤肺胃之津，
久之则脾胃气阴两伤， 故治疗湿热证要时刻兼顾脾
胃的特色思想， 这一特色思想被广泛运用于妇科临
床，尤其是在治疗缠绵难愈的盆腔炎性疾病中。
3 吴氏通补结合，巧用剂型论治妇科杂证

吴氏强调“通补结合”、“巧用剂型”的思想在其
著作中广泛被体现，其认为在补之前需要看有无实
邪，先加以通，因为通能泻浊、通能祛邪，如其论道
“虚损有应补者，先查有无实症，碍手与否。 如有实
症碍手，必当先去除其实。 不然，虚未能补，而实症
滋长矣。 ”

而在妇科的治法中，常常涉及到“补法”，如“补
气血”、“补肝肾”、“补冲任”等，这时就需要运用到
吴氏的思想。 具体临床治法，如其在《医医病书》中
论道：“时人悉以黄芪、地黄等呆笨之药为补，少涉
流动之品便谓之消导。 不知补五脏补以守，补六腑
补以通，补经络、筋经亦补以通也，补九窍亦补以
通”，多强调通补结合的思想。 具体临床治疗中，如
其在治疗妇科痛经、癥瘕、月经不调病中，多先用香
附、青皮、川楝子、旋覆花、吴茱萸、小茴香、当归、降
香、琥珀等调气活血通络，再用鹿茸、沙蒺藜、肉苁
蓉、小茴香、补骨脂、川萆薢、当归、炙龟版、紫石英、

枸杞子、乌贼骨、桑螵蛸、牡蛎、杜仲炭等补益肝肾，
达到“通补兼施”之目的[4]。

在妇科临床诊疗中，因病情的不同，常需要运
用不同的剂型治疗， 这一点上吴氏的思想值得推
广，如其在治疗妇科诸证中，常根据病情选择剂型，
如治疗妇科癥瘕则选丸剂以缓缓磨之；治疗妇科久
病、虚损不足诸证，则多选用膏剂，从缓治，如其论
道：“专翕取乾坤之静，多用血肉之品，熬膏为丸，从
缓治”；而针对新病、重急症则多采用汤剂，其论道：
“盖汤者，荡也，其力甚猛，宜新病，不宜久病。 ”总
之，吴氏强调通补结合、巧用剂型的思想是符合中
医妇科临床的，应被广泛运用，一者因为“通补结
合” 的思想更适合于当今妇女普遍营养过剩的社
会， 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病情选择不同的剂型，更
有利于中医药的发展，节约中医药资源。
4 王氏强调药用清灵，药食两用调理妇科诸证

王氏临床立方遣药，继承了温热学派贵在轻灵
的用药思想，多以轻清平淡之剂治疗，中病即止，反
对过用升散温补香燥之剂，体现出“轻能祛浊”的特
色。 这一思想被广泛运用于妇科临床，他强调调理
重在恢复机体的气机，其论曰“气贵流通，而邪气扰
之则周行窒滞，失其清虚灵动之机，反觉实矣。 惟剂
以清灵，则正气宣布，邪气潜消，而窒滞自通，误投
重药，不但已过病所，病不能去，而无病之地，反无
遣克伐”，体现出清灵的特性；另外他临床反对过用
温补之剂，所谓“药惟对证，乃克愈病，病未去而补
之，是助桀也。 病日加而补益峻，是速死也……世故
先熟，不须辨证，补可媚人，病家虽死不怨……所谓
药贵对证，而重病有轻取之法……”；同时他亦强调
中病即止，过用药物必耗损正气的特点[5]。 以上思想
在其医案中被一一体现。 具体临床遣方用药则别具
匠心，首先选方药味较少 、药量较轻，用药多用沙
参、石斛、生地、白芍、百合、麦冬、花粉、菖蒲、枸杞
等清灵之剂为基础，随证加减。

另外，王氏在临床治疗中，强调药食两用，因为
食物有“性最平和，味不恶劣”的优势，常常“药轻食
重”、“以食带药”、“食为药引”，如其在《随息居饮食
谱》中不仅论述了食疗的理论，还列举了一系列食
疗方， 如其著名的 “天生甘露饮”、“天生复脉汤”、
“天生白虎汤”、“加味三豆饮”等；在妇科疾病诊疗
中，如久病胃虚不纳药者，以陈仓米汤煎药为引；治
疗妇科失血血虚者，用羊肉汤煎药；针对阴虚夹湿
者，以生藕汁煎药，其充分将药食结合起来运用，取
其长而避其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另外强调药用轻
而食用重的特点，如药取几分、数钱，而食常用一两
到数两，常是药物的几十倍，充分体现其重视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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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调理的特点。 总之，王氏用药清轻，既可防其滋
腻，又可祛邪外达，体现出了其“轻可去沉疾”的思
想，再则药食两用，既可防减少药物的偏性，又可固
护正气，尤其适用于妇女经、带、胎、产的特殊时期，
所以王氏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妇科临床。
5 结语

经过上述论述，笔者将“温病四大家”论治妇科
疾病特色思想总结为以上几个方面，然而只是其学
术思想的冰山一角而已， 其作为温病学派的大家，
不仅擅长温病，而且也对其他内、外、妇、儿科有独
特的见解。 笔者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
为传统中医大家不会局限于某一科、 某一病的治
疗，更符合中医整体观、辨证论治的思维；另一方面
其特色学术思想广泛适用于妇科临床，为妇科的诊
疗提供了新思路，值得后世医家好好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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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体质学说是指在中医理论的基础上，对人
体体质的差异规律、特征及机理进行研究，分析疾
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转归预后上的差异，并对疾病
预防和治疗具有指导性作用的一门学说。 如能把体
质学说引入到哮喘的研究体系和临床应用之中，将
会丰富哮喘的临床防治思路与提高疗效。 现试从体
质理论对哮喘的防治做出相关探讨。
1 中医体质理论概述

《黄帝内经》最早对体质进行了相关论述。 《灵
枢·五变》中提到：“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
“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五脏皆柔弱者，善
病消瘅……粗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从脏腑有坚
脆刚柔之别来说明体质有强弱之分，不同体质的人

发病情况各不相同。 后世医家也不断地丰富了中医
体质理论的内容和临床应用，如张仲景论体质的独
特内容为 “诸家”， 指出各种不同的病理体质：“汗
家”、“淋家”、“亡血家”、“湿家”等；李杲特别强调饮
食失调会导致脾胃受损， 进而造成体质的偏颇，创
立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思想等。 现代中医体
质学说认为体质是指在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
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
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 [1]。
体质存在形态结构、脏腑功能、阴阳气血以及生存
环境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也促成了许多医家
对体质进行相关分类研究。 体质的分类早在《内经》
中就有很多方法，如按五行分类法、情志分类法等。

摘 要 从体质学说相关理论出发，对体质因素在哮喘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中医体质与哮喘发
病病因有密切关系， 体质是哮喘证候形成的基础及哮喘存在有哮喘特异基因等。 提出辨体论治哮喘时治病求本与中医
“治未病”思想理论相结合，并以中医体质为手段增强哮喘防治的效果，在临床上应用日趋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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