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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乃中医学较之其他医学的一大特色，

在其中的八纲辨证中所辨之寒证不但为现今临床

常见，而早在《内经》就有了与之相关描述与记载。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云：“水火者， 阴阳之征兆

也。 ”寒热为阴阳盛衰的表现，正如《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云：“阳盛则热，阴盛则寒”以及“阳虚则外寒，

阴虚则内热”（《素问·调经论》）。 寒证是八纲辨证中

一大证，涉及范围甚广，《内经》中不但体现寒气与

藏象的密切相关性， 更明确地指出了寒热与人体、

五脏其象相应，体现了传统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特

征。 通过《内经》的启示可对寒证展开一定的研究及

归纳，本文即从《内经》着手探讨寒证及其相关的现

代研究。

1

藏象理论中的寒证

1.1

阴阳与寒热的相关性 《素问·宝命全形论》

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 ”正所谓“阴阳之变，其在

人者，亦数之可数。 ”传统医学的阴阳学说认为五脏

者，属里，藏精气而不泻，为阴；而六腑者，属表，传

化物而不藏，故为阳。 就寒热证而言，寒证属阴，热

证属阳，故寒邪伤于内脏多伤及五脏，所致寒证之

虚证常可见心阳虚证、心阳暴脱证、脾阳虚证、肾阳

虚证、肾虚水犯证等。 寒证之实证多见心脉痹阻证、

风寒犯肺证、寒邪客肺证、寒湿困脾证、寒凝肝脉证

等。

1.2

五气应五脏， 寒气应肾脏 从五行上来说，以

五气对应五脏，寒所应肾脏，故此，肾脏在寒证中尤

为重要。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北方生寒，寒生

水，水生咸，咸生肾”，这说明了寒气与肾脏之间的

密切关系，而肾病多虚，故在临床以肾脏的虚寒证

为多见。 肾为“水火之宅”、“诸阳之本”，主命门之

火，肾之阳气不足，脏腑失于温煦，可见腰膝酸冷、

夜尿多、便溏、畏寒肢冷，甚至阳虚水犯而至身体浮

肿。

1.3

从《内经》论脏之虚寒证及寒证的治疗原则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

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

说明阴气亢盛过度制约阳气， 同时可使阳气受损，

致使阳病而表现为虚寒证。 阳气的不足，可发于五

脏六腑，皆可出现虚证，但肾为诸阳之本，“五脏之

阳气，非此不能发”，故一般以肾阳虚衰（虚寒证）最

为重要

[1]

。 此外，在治疗上也可根据阴阳寒热之间的

相互关系论治，通常治寒证当以热药，而热证当以

寒药治之。 但用寒药而反热者应当养阴，用热药而

更寒者当补其阳，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论

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

道也。 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 二

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

?

岐伯曰，诸寒之而热者，

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 ”

2

八纲寒证的寓意

2.1

八纲中寒证的归属 八纲包括寒、热、虚、实、

阴、阳八个纲领，而以阴阳为总纲。 《景岳全书·传忠

录》云：“寒热者，阴阳之化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

《内经》寒证的探讨与研究

杨宇琦

1

秦 伟

1

王 评

2

陈 康

3

王米渠

3

（

1.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广东中山

528400

；

2.

深圳市龙岗区中医院，广东深圳

518000

；

3.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

610000

）

摘 要 《内经》中对寒证概念、范畴、表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内经》中不但体现寒气与藏象的密切相关性，更明确

地指出了寒热与人体、五脏其象相应。 现代医学对寒证的深入研究以内分泌代谢及免疫等生化指标的研究较多，而对分

子生物学方向的研究相对不足。 现基于《内经》条文中的启示来探讨寒证及现代医学对寒证本质的研究。

关键词 内经 寒证 藏象 现代研究

中图分类号

R24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

（

2017

）

02-0010-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0873212

）；广东省中山市科技局项目（

2014A1FC178

）

学 术 探 讨

10



2017

年总第

49

卷第

2

期

论》曰：“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 ”寒与热是按疾病

性质而划分的两大对立纲领， 寒为阴， 热为阳，如

《素问·调经论》曰：“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

阳。 ”而寒证又可对应虚实两大纲领，即虚寒属虚，

实寒属实，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独特的辨证思维模

式。 其中，寒证（包括实寒证和虚寒证）是感受寒邪

或阳虚阴盛而影响脏腑功能所至脏腑功能活动衰

退，以冷、凉为特点，主要表现出恶寒、畏寒、小便清

或大便稀、面色白、舌淡苔白等症状的一类证候。寒证

为八纲辨证的重要证候，而虚寒证更是寒证的核心部

分，是传统中医有效诊治疾病的一种独特理论

[2]

。

2.2

阴阳两大总纲对五脏与寒证的寓意 《素问·

金匮真言论》云：“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

阳中之阴，肺也。 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

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 ”也就

是说就五脏分阴阳来看，心肺居于上属阳，而心属

火，主温通，为阳中之阳；肺属金，主肃降，为阳中之

阴。 肝脾肾居于下属阴，而肝属木，主升发，为阴中

之阳；肾属水，主封藏，为阴中之至阴；脾属土，居中

焦，为阴中之至阴。 寒属阴而热属阳，“同气相求”，

故属阴的脏易发展为寒证。 从阴阳两大总纲与人体

其象相应来看，肾更为阴中之至阴，故而临床寒证

又多以肾病多见。

3

寒证的有关研究

3.1

寒证模型的研究 常用的造模方法大致有低

温法、中药法、化学药物法以及联合造模法四大类。

①

低温法：如有实验用低温冷冻的方法造成寒凝血

瘀证动物模型

[3-4]

。 成氏等人则将大鼠置于

0℃～1℃

冰水中

20

分钟，每日

１

次，连续

２

周，形成寒凝血

瘀证大鼠模型

[5]

。

②

中药法：如陈氏等采用知母、生

石膏、龙胆草汤药灌胃，形成大鼠虚寒证模型

[6]

。 还

以山栀子、黄芩、龙胆草、莲子心、知母中药汤剂喂

食，建立了寒证模型

[7]

。

③

化药法：如邱赛红等选择

分别用冰食醋或冰氢氧化钠给大鼠灌胃建立寒证模

型

[8]

。也有应用糖皮质激素氧化可的松塑造了类虚寒

动物模型

[9]

。

④

联合法：如赵氏以

4℃

冰水（

20mL/kg

）

喂食大鼠

2

天， 每天

3

次。 第

3

天再予大鼠

4℃

冷

NaOH

溶液（

10mL/kg

），造成胃寒证大鼠模型

[10]

。

3.2

相关寒体研究 《内经》曰：“一时遇风，同时得

病，其病各异。 ”《灵枢·通天》曰：“凡五人者，其态不

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又有《灵枢·五变》曰“肉不

坚，腠理疏，则善病风”，“五脏柔弱者，善病消瘅”，

说明不同体质的发病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且表现也

会各异。 中医体质及“证”遗传学基础研究也是分不

开的

[11]

。 近年来，有大量研究寒证本质的实验，如有

研究根据体质分型学说观察到寒体与热体两组大

鼠在代谢与内分泌激素方面存在差异

[12-14]

，为中医

寒证体质学说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15]

。

3.3

寒证与内分泌代谢、免疫指标的关系 在现代

研究中发现肾阳虚患者血糖含量及血糖利用率较

为低下，且表现出代谢低下的趋势，包括糖、蛋白和

脂质的代谢

[16]

。黄氏等筛选实热、虚热、实寒、虚寒证

体质患者， 发现其血

T3

、

T4

、

FT3

、

FT4

、

T

、

E

2

及皮质

醇的水平变化与中医寒证和热证相关

[17]

。 张氏等发

现寒体大鼠、热体大鼠、常体大鼠经过脂多糖攻毒

发热后，发现各组大鼠的血清

IL-1β

水平不同

[18]

。

3.4

基因芯片对寒证研究的探新 仅就寒证来讲，

所涉及范围较为广泛，研究起来也较困难，在临床

的研究中可采用先进的医学手段进一步探究。 如可

运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寒证的基因表达谱，使寒证

诊断客观化、现代化成为可能

[19]

。 由于肾者为“先天

之本”，“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可促进“有形化

无形”， 在机体代谢和免疫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实验发现虚寒证与虚热证大鼠的相关基因表

达谱是有不同的

[20]

。 王氏等应用基因芯片技术对同

一家系中的

4

例虚寒证患者与

6

名正常人进行基

因表达谱检测。 发现此寒证家系中的虚寒证患者与

能量等代谢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

15

个

[21]

。还有研究

运用基因芯片技术筛选寒证服用热药有疗效者的

基因表达谱，探索寒证所涉及的相关基因类别。 初

步筛选出了差异表达基因

59

条，涉及与能量代谢、

糖脂代谢、蛋白质代谢、核酸代谢、免疫和内分泌等

7

类基因，为“寒证”功能基因组方面的研究探得了

一条可行之路

[22]

。

总之， 现代医学对寒证的研究有诸多方法，但

目前研究虚寒证的资料较多，而对实寒证的研究相

对较少；关于内分泌代谢及免疫等生化指标的寒证

深入研究较多，而对分子生物学方向的研究相对不

足。 因此，在今后的寒证研究中不但要丰富实寒证

的理论研究，还要继续以多学科、全方位的思想，运

用基因组学及代谢组学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寒证的

本质研究。 使其与现代医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相结

合，促进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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