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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证是因人体阴阳失调，腠理不固，而致出汗异

常为表现的病证。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主任

医师李七一教授认为汗证常表现为多证型夹杂，治疗

时不必强分自汗盗汗，应寻找病理因素，辨明阴阳虚

实，根据虚实主次遣方用药，兹择验案3则介绍如下。

1 盗汗

郑某某，女，32岁。2018年6月19日初诊。

主诉盗汗5年。盗汗部位以颈部、后枕部为主，

量大湿枕，出汗前颈部及后枕部自觉发热，汗后怕冷

畏风，平素怕热，口干欲饮，便秘，三四日一行，粪便

干燥呈球状，饮食睡眠尚可，舌边尖红、苔薄白，脉弦

滑数。病机为阴虚内热，阳明热盛，营卫不和，肺卫

不固。治法：清热滋阴，清泻阳明，调和营卫，益气固

表。处方：

生黄芪10g，炙黄芪10g，当归10g，生地30g，玄

参30g，麦冬30g，黄柏10g，黄芩10g，黄连6g，山栀

10g，知母10g，生石膏30g（先煎），桂枝10g，赤芍

10g，白芍10g，防风10g，生白术30g。7剂，日1剂口服。

6月28日二诊：盗汗减轻，十去五六，大便调，汗

后怕冷同前，舌偏红、苔薄黄腻，脉沉滑速。守法续

治，原方知母、黄柏各增至20g，共14剂。电话随诊，

药毕出汗症状十去八九。

按：本案选用当归六黄汤合白虎汤加减。当归

六黄汤源自李东垣《兰室秘藏》，被誉为“治盗汗之

圣方也”。《医方集解》云“盗汗由于阴虚，当归、二地

所以滋阴；汗由火扰，黄芩、连、柏所以泻火；汗由腠

理不固，倍用黄芪，所以固表”，精辟地解释了该方治

疗阴虚内热汗证的原理。本例中为青年女性，阴虚

体质，阴虚津伤则虚火丛生，迫津液外泄，故而盗汗；

平素畏热，口干渴，又有阳明经热之象，故而本案例

为阴虚内热并阳明经热之证。李师认为汗证与火热

之邪有高度相关性，并引用了蒸笼原理，把人体比作

一个蒸笼，各种热邪包括虚火及实热，仿佛燃烧中的

釜底薪火，热气蒸腾体内津液，迫使水湿蒸汽向外透

散，经由腠理毛孔排出。当归六黄汤及白虎汤可祛

除体内虚火及实热，但大量汗出，则伤阳气，故汗出

后而身冷畏风，佐用玉屏风散之防风、白术，桂枝汤

之白芍、桂枝，表气固，肌腠实，营卫和，汗自止。

2 自汗

张某某，女，35岁。2018年6月5日初诊。

主诉自汗20余年。既往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

10余年。刻下：活动后多汗，以头额部为主，量大如

淋，平素怕热，手足心发热，喜触凉，急躁易怒，神疲

乏力，便溏，月经失调，舌胖多齿印、舌红苔薄白微

腻，脉弦滑。病机为阳明热盛，湿热内蕴，肝郁脾虚。

治法：清泻阳明，清热燥湿，疏肝健脾。处方：

生石膏30g（先煎），寒水石30g（先煎），黄柏

10g，炒黄芩10g，黄连6g，栀子10g，水牛角片（先煎）

30g，生薏苡仁15g，炒薏苡仁15g，炒苍术10g，炒白

术10g，巴戟天15g，醋柴胡10g，甘松10g，茯苓10g，

茯神10g，泽泻30g。共7剂。并交代患者运动锻炼，

增加活动量10%，保持情绪稳定舒畅。 

6月12日二诊：诉出汗显减，十去六七，大便溏

泻，日3～4次，易担惊受怕，舌胖有齿痕、苔厚腻色淡

黄，脉沉弦滑。原方去茯神，增巴戟天30g，加入炮姜

10g、干姜10g、合欢皮10g、合欢米10g，服用14剂后，

多汗基本消除，偶有汗出，可耐受。

按：本案患者以自汗为主诉，方用三黄石膏汤

加减，三黄石膏汤最早见于唐代王熹《外台秘要》引

《深师方》，原方组成为石膏、黄连、黄柏、黄芩、香豉、

栀子、麻黄，可解表里俱热之证[1]。本案中患者阳明

热盛，脾虚失于健运，湿邪内生，湿热互结，气机不

利，阻于上焦，故头汗偏多，湿邪下注，故大便溏薄；

病人平素怕热，手足喜冷凉，结合舌脉，均为一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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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故重投生石膏、寒水石清泻阳明，直折火势；三

黄清热燥湿；栀子清泻三焦之火。患者性情急躁易

怒，神疲乏力，便溏，有肝郁乘脾之势，遂予柴胡疏解

肝气；甘松理气健脾；佐以白术、薏苡仁、茯苓等健

脾除湿，并可防寒凉药物损伤脾胃；制水牛角片可清

热凉血，亦可镇惊安神，李师认为汗证中但见热象颇

盛，手足心热者，乃瘀热也，即可投以制水牛角，往往

可见良效。二诊中，考虑患者脾阳不足，故增巴戟天

温补肾阳，加用炮姜、干姜温中止泻，合欢皮、合欢米

解郁安神。出汗与人的情志有关，《素问·经脉别论》

中就有“惊而夺精，汗出于心”“疾走恐惧，汗出于肝”

等论述五脏情志对汗出的影响。跟师实践中，诸多

汗证患者存在焦虑易怒、抑郁等，李师往往耐心聆听

其诉求，助其化解不良情绪，强调管理情绪改善生活

方式的重要性。《伤寒论》有云：“伤寒五六日，已发

汗而复下之……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

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肝失疏泄，气机不

利，阳遏于内，向上蒸腾，故头汗出，若用柴胡类疏肝

理气，气机升降复常，阳郁得解，则汗可止[2]。辨证遣

方上，李师认为汗证患者凡肝郁气滞，枢机不利者，

亦可从肝治汗，疏利气郁而止汗。

3 自汗合并盗汗

李某某，男，35岁。2018年6月15日初诊。

主诉多汗3年。活动后多汗，量大湿衣，汗量随

活动量大小变化，或安静状态时出现烘热汗出，日发

1～2次，盗汗，汗前烘热，汗后稍怕冷，口干，或寐差，

手足发热，形体偏胖，舌红、苔薄黄，脉沉濡数。病机

为湿热内蕴，阳明热盛，阴虚瘀热。治以清热燥湿，

清泻阳明，滋阴凉血。处方：

生石膏30g（先煎），寒水石30g（先煎），知母

10g，黄柏10g，炒黄芩10g，黄连6g，山栀10g，生地

10g，玄参10g，赤芍15g，白芍15g，肉桂10g，生柴胡

10g，桑叶30g，防风10g。共7剂。

7月1日二诊：出汗减轻，十去二三，或便溏泻，

口干，舌红、苔薄白，脉弦滑。处理：前方生石膏、

寒水石、知母、黄柏、生地均增至倍量，伍入姜半夏

10g、炮姜10g、干姜10g、白薇15g，去防风，共14剂。

7月15日三诊：诉活动后出汗减少，盗汗减轻，

近来晨起神疲困倦，舌红、苔薄黄，脉沉细滑。处理：

前方加荷叶30g，共14剂。

7月30日四诊：诉自汗减少，十去其六，盗汗止，

口舌干燥，肢体困倦，舌红、苔薄白，脉弦滑。处理：

前方去白薇、姜半夏，加入莲子心6g、六一散20g（包

煎）、青礞石30g（先煎），共14剂。

8月16日五诊：诉多汗十去七八，舌干，怕热喜

凉，舌脉同前。处理：三诊方去白薇、肉桂，加入芦根

30g、桑白皮15g、六一散20g（包），共14剂。

按：此例为汗证之重症，李师在选方用药时，仍

以当归六黄汤为基本方，此方并非专于治疗阴虚内

热之证，除去当归、熟地、黄芪之补益之品，方中黄

芩、黄连、黄柏可荡涤三焦湿热；生地清热凉血，故本

方亦适用湿热内蕴三焦，而热更甚者[3]。患者形盛体

胖，故增生石膏、寒水石、知母用量，直泻阳明经火；

栀子清泻三焦之火；肉桂反佐，与黄连合用，交通心

肾安神；桑叶疏风润燥，陈世铎认为其乃“引经止汗

之药”，生柴胡透表泄热，防风解表祛风，上三味药物

共奏泄热透表止汗之效。治疗汗证，加入适量解表

药物，其他如薄荷、桂枝等，领药走表，常可提升疗

效。同时，投以大量寒凉药，往往伤及中焦脾阳，故

二诊方中伍入炮干姜，温阳止泻。江南之地，本多湿

热，暑伏季节，热盛湿重，与体内湿热相合，蕴结中

焦，气化不利，气不布津，故汗出尤甚，李师往往会加

用六一散、荷叶、佩兰等清暑化湿之品，收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之效。此类病患，收敛止汗之品慎用，若用

浮小麦、煅牡蛎之品，可致闭门留寇，湿邪郁遏熏蒸，

邪无出路，则汗出更剧，故临证施药宜审查内外，知

常达变，不可一味见汗止汗，见汗补虚。

4 结语

汗证病机复杂，证型虚实夹杂，李师治疗汗证

临床实践中，强调大法复方，重视清热、滋阴、泻火、

燥湿、益气、疏肝郁、安心神、解表气等多方面的兼

顾[4]。所治患者中以阳明经热、湿热内蕴、阴虚内热

证者为众，李师善从火热治之，常言“有一分汗，即

有一分热象”，喜用黄芩、黄连、黄柏、生石膏、寒水石

之类，此处之“热”涵盖了外邪入里、内生虚热、痰湿

蕴热、阳明燥热及瘀血郁久所化之实热等。中医治

病贵在辨证与变通，夹杂之病，要找出主要病机；复

杂之症，须抓大放小，灵活用方，方能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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