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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顺贤主任中医师是江苏省名中医，精耕临床

五十载，擅治临床各科疑难杂病。 笔者跟师学习，每

遇汗证， 王老多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合当归六黄汤

化裁治疗而应手取效，现将其经验采撷如兹，以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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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心悟

王老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对汗证的病因病机形

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 王老认为“汗”者于临床，须

首辨常汗与病汗。 思常汗之成因，每于运动、劳作、

饮食、炎热等引发，属机体正常反应，诱因去除则自

止；而病汗之汗出，量多且不为机体所控，为邪迫或

体虚所致，尚有自汗、盗汗之别。 关于王老所提出的

这一点，其实历代医家也多有著述。 《医学正传》谓：

“自汗者，动则为甚，属阳虚，卫气之所司也；盗汗

者，寐中而通身如浴，觉来方止，属阴虚，荣血之所

主也”， 示人自汗盗汗以阳虚阴虚别之；《丹溪心

法》：“自汗未有不由心肾俱虚而得之者。 ”王老结合

名家理论与自己的临床经验， 指出自汗本于心肾，

标在营卫，而并不拘泥阳虚阴虚之变，而这样的理

论更能在《伤寒论》中得到佐证，仲景虽未明言自汗

盗汗之因机，但从条文中却可窥其端倪，不外营卫

不和、表气失固，或三阳热邪、迫津外泄，或津亏血

少、虚热内蒸。

综合古今医家之论，纵有所长，亦有所短，相

互补拙方显完备。 王老治疗汗证，首重辨明阴阳虚

实，认为汗证以虚者多，自汗多属气虚不固，盗汗

多属阴虚内热。 但因肝火湿热等邪热郁蒸所致者，

则属实证；久病重病者，则易见阴阳虚实错杂的状

况。 自汗久则伤阴，盗汗久则伤阳，出现气阴两虚

或阴阳两虚之证。 邪热郁蒸，病久伤阴，则见虚实

兼夹之证。 然现今之患者，以实证见汗者，往往以

他症为主要表现，汗证居于其次；而以“汗出”为主

诉就诊者，多为久病耗气伤阴，或为太阳中风，腠

理开泄，或为情志内伤、营卫不和。 因此，王老提出

“汗者多虚，在于表虚、气虚、阴虚、血虚，重当益气

养阴、调和营卫，佐以清热降火”，故取桂枝加龙骨

牡蛎汤合当归六黄汤随证化裁， 治疗汗证颇为合

拍，其因机证治思想与仲景治疗伤寒、杂病所现汗

证亦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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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治发微

王老之所以选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合当归六

黄汤化裁治疗汗证，实乃临床验证加以反复斟酌推

敲。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源于《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

脉证并治》，用于虚劳病之阴阳两虚所致男子失精、

女子梦交等症，由桂枝汤加味演化而来，故其治外

证可解肌调营卫，治内证则补虚调阴阳，尚有收敛

定惊之能；当归六黄汤为李东垣所创，载于《兰室秘

藏》，被誉为“治盗汗之圣药”，养血育阴与泻火清热

并进，阴固，则水能制火，热清则无可耗阴。 益气固

表与育阴泻火相配，育阴泻火为本，益气固表为标，

以使营阴内守，卫外固密。

两方的着眼点虽有侧重，但均执守《素问·生气

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初衷。 阳失阴之涵

养，浮而不敛；阴失阳之固摄，走而不守。 阴精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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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苏省名中医王顺贤主任中医师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对汗证的病因病机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认为 “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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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耗，阳气固密不散，阴阳保持动态平衡，才能使人

精神旺盛，生命活动正常。 若阴阳失衡，偏盛偏衰，

人体则现病态， 其中汗证亦是这个病态的一种表

现。 王老在临证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治疗汗证的根

本乃是平衡阴阳，即所谓“治病求本”。 因此，汗证之

“本”决定其发展变化的病机、病证，临床不应舍本

逐末，仅仅针对某一具体症状施治，单纯温阳或补

阴，其疗效必难提高，而应在辨证时找到疾病的根

本原因，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施方投药方能一击

中的。

王老认为，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

睡眠障碍，身体超负荷运转，这些直接导致人体阴

阳失调，阴虚而不制阳，阳盛而阴损外走，以致阴伤

气耗兼见，故而汗证主要以虚为主。 运用桂枝加龙

骨牡蛎汤合当归六黄汤为主方，根据其病机反映出

气虚、阴虚、血虚以及虚热的侧重，增损补气、滋阴、

养血、清热之品，并注意寒凉与温热药物的配比，灵

活应用才能取效。 但临床仍应注意到汗证中尚有部

分因邪热郁蒸所致实证者，此时断不可偏执此补敛

之方，而应随证投以白虎、承气之类方，直折其火、

釜底抽薪，方能救疾于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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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患者冯某某，男，

60

岁。

2006

年

1

月

7

日诊。

主诉晨起汗出较多，面泛红晕，潮热，口干，腰

膝酸软，乏力，纳差，舌红、苔薄黄，脉细，二便正常。

王老认为，患者为老年男性，辨证当属肝肾不足，阴

虚内热，兼以营卫不和，遂以桂枝龙骨牡蛎汤合当

归六黄汤化裁。 处方：

桂枝

10g

，白芍

10g

，煅龙骨

15g

，煅牡蛎

30g

，黄

芪

20g

，当归

10g

，生地

10g

，黄连

3g

，黄芩

10g

，黄柏

10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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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每日

1

剂，水煎分

2

次服。

复诊：服药后面色红晕已退，潮热汗出明显好

转。 王老将原方化裁，重以调和营卫敛汗，加量桂枝

15g

、白芍

15g

。 再投

7

剂，

1

周后再诊，汗出已止，嘱

其再行守方

1

周收功。

按语：本案患者肝肾不足，阴虚内热，兼以营卫

不和， 投以桂枝龙骨牡蛎汤合当归六黄汤主治，切

中病机，收效甚速。 药用桂枝平冲降逆；白芍敛阴和

营；当归补血养血，重在补肝；生地养阴清热，重在

补肾；黄芩、黄连、黄柏，分泻三焦之火；加量黄芪益

气实卫、固表止汗，合当归益气养血；龙骨、牡蛎调

和阴阳、镇潜固涩。 诸药共奏养阴清热、固表敛汗之

效。

原方尚有甘草、熟地、生姜、红枣弃而未用。 其

中甘草虑其甘缓，节制芩、连、柏清火之力；熟地滋

腻碍胃，影响诸药收纳；姜枣辛温，须防温热逼津外

泄。 俟疾病后期，诸症渐平，需补虚调理之时，再予

适证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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