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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六气”理论源于《黄帝内经·素问》七篇大
论，是古人运用阴阳五行及干支理论研究自然界气
候变化及人体疾病防治规律的学说，是中医理论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在指导临床防治疾病方
面有着重要价值。 《素问·藏气法时论》云“合人形以
法四时五行而治”，意思是临床治病用药，要结合病
人不同体质、四时阴阳寒暑变更、气候寒热温凉变
化及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而定，“法四时”还应遵循
主气、客气、司天、在泉变化的规律。

柴胡白虎汤是小柴胡汤和白虎汤的合方，二者
均出自《伤寒论》。 小柴胡汤具有和解少阳、疏利气
机作用，主治邪犯少阳，枢机不利，以致胆热内郁、
脾胃失和出现寒热往来、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
心烦喜呕等；白虎汤具有辛寒清热作用，主治无形
邪热亢盛，充斥表里而出现的发热、汗出、口渴、心
烦谵语、脉浮滑等症。 柴胡白虎汤具有和解清热作
用，可以用治少阳阳明合病者。

季节性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病
毒性感染性疾病，其临床特征是突发高热、咳嗽（通
常是干咳）、头痛、肌肉和关节痛、严重身体不适、咽
痛和流鼻涕。 多数人在一周内康复，但流感可在高
危人群中造成严重病症或死亡。 从感染到发病的时
期（潜伏期），约为 2 天。 2014 年甲午农历年度是少
阴君火司天，所以上半年是火热气候主管，笔者据
此特征，在冬春流感高发的季节（1～2 月）以少阳经
和阳明经主方柴胡白虎汤为主， 治愈 10 余例季节
性流感高热患者，现选 2 则典型病案介绍如下。

案 1.王某，男，56 岁。 2014 年 1 月 30 日初诊。
发热 8 天。 患者因劳累受凉致发热恶寒，头痛，

周身酸痛，查血常规示：白细胞 9.13×109/L，N 0.72；
胸片示肺纹理增粗。 经用抗生素、解热镇痛药治疗 3
天，仍然发热，故来诊。刻下：发热，体温 40.1℃，以午
后为甚，不恶寒，无身痛，咳嗽不显，口干欲饮，口
苦，恶心，大便 5 天未解，腹轻胀，舌苔薄黄，舌质偏
红，脉细浮小滑。 中医诊断：感冒，证属少阳阳明合
病。 西医诊断：流感。 治予和解清热法，方选柴胡白
虎汤化裁。 处方：

柴胡 30g，黄芩 10g，法半夏 10g，党参 15g，炙甘
草 5g，大枣 10g，生石膏 50g（先煎），知母 10g，生大
黄 10g（后下），厚朴 10g，炒枳壳 10g，六曲 10g。 2
剂。 日 1 剂，水煎分 2 次服，每次 150mL。

二诊（2014 年 2 月 1 日）：患者诉服上方 1 剂后
即汗出，热渐降，大便通，腹胀除。 2 剂服完，口渴明
显减轻，恶心口苦也明显缓解，体温降至正常。 舌苔
薄，脉细。 后以清养肃肺剂 3 剂善后。

按：本案发热，“不恶寒，无身痛”，示病邪已离
太阳，因见“口苦，恶心，苔薄黄”示邪犯少阳，而“发
热，以午后为甚，口渴甚”，显然病邪已入阳明，因兼
有“大便 5 天未解，腹轻胀”，寓邪热已入阳明之腑。
且发病于 1 月份， 属少阳相火阳明燥金的运气特
点，所以本案从少阳阳明合病论治，方选柴胡白虎
汤合小承气汤，和解清热通腑并用。 取小柴胡汤和
解少阳、疏理气机。 其中柴胡苦平，透解邪热，疏达
经气；黄芩清泄邪热；法夏和胃降逆；党参、炙甘草
扶助正气，抵抗病邪；生姜、大枣和胃气生津。 合用
白虎汤辛寒清热。 其中石膏辛甘大寒，善清解透热；
知母苦寒质润，清热滋阴。 取小承气汤（大黄泻热通
便，厚朴行气散满，枳实破气消痞）轻下热结，除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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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痞。 三方合用使邪气得解，少阳得和，上焦得通，
津液得下，腑通满消，胃气得和，故获汗出热解之速
效矣。

案 2.陈某，男，71 岁。 2014 年 2 月 12 日初诊。
发热 1 周。 患者曾有恶寒、头痛、身痛、流清鼻

涕， 因发热曾服用过解热镇痛药及中药荆防达表
汤、银翘散之类，药后发热未已。 刻下：发热，体温
39.7℃，以午后及夜 6～7 时为甚，发热前稍有恶寒，
口渴明显，口苦，口黏，呛咳，咳吐白黏痰 ，舌苔黄
腻而燥，舌质暗红，脉浮滑数。 中医诊断：感冒，证
属少阳阳明合病。 西医诊断：流感。 治予和解清热
法，兼清化湿热、清宣肺气。 方选柴胡白虎汤加味。
处方：

柴胡 35g，法半夏 10g，黄芩 10g，党参 30g，炙甘
草 5g，生石膏 45g（先煎），知母 10g，冬瓜仁 15g，生
薏仁 30g，芦根 30g，桃仁 10g，前胡 10g，枇杷叶 15g。
2 剂。 日 1 剂，水煎分 2 次服，每次 150mL。

二诊（2014 年 2 月 14 日）：患者诉服上方 1 剂
后即汗出热退，咳嗽减轻，口渴、口苦也明显缓解，
胃纳欠香，大便溏，精神欠振，舌苔薄淡黄腻，脉细
濡。 处方：党参 30g，炒苍白术（各）10g，青陈皮（各）
6g，麦冬 10g，五味子 6g，升麻 6g，生黄芪 25g，葛根
12g，炒黄柏 6g，泽泻 6g，六曲 10g，大枣 10g，枇杷叶
15g，炙甘草 3g，生姜 3 片。5 剂。日 1 剂，水煎分 2 次
服，每次 150mL。

三诊（2014 年 2 月 19 日）：5 剂服完，咳嗽、咳
痰明显缓解，精神渐振，胃纳已开，大便转实，舌苔
腻渐化，后以原方 7 剂巩固。

按： 本案发病于 2014 年 2 月份， 符合当时少
阳相火阳明燥金的运气特点， 且从 “发热午后为
甚 ，口苦 、口渴明显 ”等症 ，提示邪犯少阳阳明二
经，故也选柴胡白虎汤和解清热。 因本案同时兼有
“口黏、舌苔黄腻、舌质暗红”等湿热夹瘀候，故合
用《千金 》苇茎汤意 ，兼以清化湿热 （瘀 ），方证对
应，药服 1 剂即汗出热退。 二诊时出现“胃纳欠香、

大便溏、精神疲乏、舌苔薄淡黄腻、脉细濡”等气虚
湿热候，据“实则阳明，虚则太阴”之理，遂改用李
东垣的“清暑益气汤”旨以益气健脾、化湿清热，方
用黄芪配升麻益气升阳， 黄柏配泽泻苦寒泻火利
湿降浊，党参、麦冬、五味子（生脉散）益气生津，苍
术、白术燥湿健脾，青皮、陈皮理气和胃，葛根 、升
麻升阳益津， 与泽泻形成升降之势以达升清降浊
之功，神曲消食和胃，甘草补脾益气、调和诸药。 俾
脾胃健运，清阳得升，浊阴得降，气得以补，津得以
盛，则气虚得复，津液得滋，湿热消除。 故药后胃口
开，精神转振，疾可愈矣。

上述两案均是结合当年运气特点， 并结合发
热病机，从邪犯少阳阳明合病入手，以柴胡白虎汤
为主方论治取效。 笔者据此理论，在 1～2 月份（一
之气）治愈 10 余例季节性流感高热患者 ，疗效确
凿。 两案提示，临床除了据证论治外，还要结合时
令运气特征 ，做到 “必先岁气 ，无伐天和 ”，“谨候
气宜 ，无失病机 ”（《内经 》），方能切中要害 ，获取
捷效 。 正如 《内经 》所言 “不知年之所加 ，气之盛
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 当然，临症时还应
据不同兼证灵活化裁， 如出现太阳证未罢而合病
少阳阳明者， 可以配合桂枝汤、 大青龙汤； 如为
太、 少陷入阳明， 出现阳邪成实候 （发热、 腹泻
等 ），当复入葛根芩连汤 ；如同时兼有阳明腑证 ，
则合用承气汤；若兼风寒湿郁热，则可配合九味羌
活汤。 验之临床，获效甚捷。 这也符合《内经》“谨
察间甚， 以意调之， 间者并行……”，“杂合以治，
各得其所宜”的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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