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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少阳的现代

作用机理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探究的领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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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士在《温热论》中阐述了温病各阶段的治

疗原则，其云：“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

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

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

等物”，提出了营分证的治疗——透热转气，故既往多

数学者认为“透热转气”是针对营分证的主要治疗

方法，但细究叶天士其原句原字，所举之犀角清热定

惊、凉血解毒，玄参清热凉血、滋阴降火，羚羊角清心

凉肝、泻火解毒，上三味中药均是清心凉营之品。由

此可知，清心凉营才是温病营分证的主要治则。那透

热转气的含义是什么？透热转气在温病营分证中占

有何地位？如何透热转气？兹探讨如下，求证同道。

1 透热转气的含义

透，《说文解字》云：“跳也，过也”；转，《说文解

论“透热转气”在营分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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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403；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  “透热转气”指在营分证中应用清营热、养营阴的同时，配以药物解除气营之间的障碍，将脉中之温邪透达至

脉外，使营热外达。“透热转气”法是营分证治疗中的一种辅助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温邪初入营分证。“透热转气”法在

临床运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辨热型，分门别类；畅通道路，邪有出路；兼夹之邪，临证加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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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云：“运也”。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透”“转”均

是用作动词，故“透热转气”中“热”“气”均作名词

解释，《中医大辞典》[1]将“热”作“营”解，“透热转气”

即为“透营转气”，故此“透热转气”从字面上即可解

释为“跳过营分转运至气分”，指“用于热性病邪初

传入营分的治法，热邪初入营分，症见身热夜甚，口

渴或不渴，心烦不眠，时有谵语，或斑疹隐隐，舌绛而

干，脉细数，治法宜于清营解毒之中，配以清气分之

药，引邪出气分，从外而解”。这一见解虽对“透热转

气”的方法及目的等做了大致说明，但未提及其透

热转气的原理，亦未提及哪些具体药物能透热转气。

在此基础上，温病学赵绍琴教授[2]认为，热邪入营，因

营与气之间有障碍，故营热不能透转至气分，应在清

营热、养营阴的同时，配以清泄气热、宣通气机之品，

解除营热外达的障碍，以求营热有外达之路。这一

表述是目前对透热转气比较全面合理的解释。

然清泄气热只能解除气营之间的无形邪热，而

对于无形邪热之外的有形实热则无效，这表明针对

气营之间的障碍，单单使用“清泄气热、宣畅气机之

品”不能解除所有的障碍，还应该针对其有形实热，

另立治则，解除营热外达的障碍。

2 透热转气的地位

“透热转气”是叶天士提出的治疗营分证的方

法，初见于《吴医汇讲》，载曰：“乍入营分，犹可透

热，乃转气分而解。”“乍”为“突然”或“刚刚、起初”

之意，“犹可”是“还可以”之意，从字面上看叶天士

在此就说明只有突然侵入营分，即初入营分之温邪

可使用“透热转气”法；从语气上看叶天士认为“透

热转气”还可以运用于营分证，即“透热转气”只是

营分证的辅助治疗方法。

那何为营？何为初入营分？何为久入营分？

《灵枢·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其清者为

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难

经·三十二难》曰：“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荣，卫为气，

相随上下谓之荣卫”，《温热经纬》亦曰：“卫之后方言

气，营之后方言血”，可知气、营、血之间的界限模糊，

但却可将卫气、营血分为两大类型，即卫为浅，气为

深，均位于脉外，营为浅，血为深，位于脉中。故其营

分受损，最易累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气分和血分。营分

证是指温邪深入营分，劫灼营阴，扰神窜络而出现的

证候类型[3]，营分证的由来，一是温邪可由卫、气分传

入营分，或温邪直中营分，二是伏邪在营分。营分证

的基本病机以营阴与相应脏腑的脏器及其功能的损

伤为主，故而温邪侵入营分，消灼营阴，其所致的初入

营分可视为营分累及气分之证；温邪肆虐，深陷内传，

径入心包，闭阻心窍等脏腑及其功能损伤的久入营分

可视为营分累及血分之证。热灼营阴之初入营分，因

温邪由表入里，刚越过脉外进入脉中，气分损伤仍然

存在，在病位上较久入营分浅表，病情相对较轻，故可

使用“透热转气”法；温邪肆虐，深陷内传，损其脏腑

及其功能，为久入营分，血劫营伤，此时病位深，病情

危重，不能透热转气，而应透热出血或凉血散血。

3 透热转气的运用

温邪初入营分，邪热侵入脉中与营阴胶着壅遏，

致使体内邪热难以外散，故在治疗中选择药物的方

面，应先选用可深入脉中的药物，祛除邪热与营阴的

胶着，如清心凉营之犀角、玄参、羚羊角之品，而被迫

分解的邪热要求其出路，从脉中透达脉外，即还需药

物解除气营之壅塞，使邪有出路，那具体如何解除气

营之壅塞呢？

3.1  首辨热型，分门别类  正如叶天士《温热论》

曰：“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

欲入营也……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叶之属；

如从湿热陷入者，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

中。”在温病中，其“透热转气”中之“热”字，应分两

种类型解释，一是无形邪热，即温热类病邪，如风热；

二是有形实热，即湿热类病邪，如湿热。温热类病邪

指不伴有湿邪的温邪，属单纯的阳热性质的病邪，诸

如风热邪气、温热邪气、燥热邪气、暑热邪气等，具有

强烈、火热、运动等特性，故而感受此种病邪容易病

程急骤、热象明显、阴津耗伤等；湿热类病邪指伴有

湿邪的温邪，属复合湿邪的阳热性质的病邪，诸如湿

热邪气、暑湿邪气等，具有阴阳难辨、氤氲黏滞、复杂

多变等特性，故而感受此种病邪容易病程缠绵、热象

多变、伤阴助热等。章虚谷亦云：“热入于营，舌色必

绛。风热无湿者，舌无苔，或有苔亦薄也；热兼湿者，

必有浊苔而多痰也。”这不仅印证了营分证应从这

两类病证来区分，亦阐述了此两类病证的舌象区别。

因其感受温邪性质不同，其致病机理亦不同，故而透

热转气首先要辨别所透之热为何种类型。

3.2  畅通道路，邪有出路  透邪的途径多采用使

邪气由深出浅、由里出表的外透之法，而营分属脉

中，气分属脉外，要实现透热转气，则需要去除气营

之壅塞，即将邪气从脉内透转至脉外。温热类病邪

即是单纯之无形阳热病邪，与营阴胶着壅遏，“热邪

入营，营热炽盛煎熬营阴、血液，致使血液黏滞而成

瘀”[4]，一味用清心凉营之品，犹如闭门留寇，邪热无

法外达，营热难除，故叶天士说，需在清热凉营之中

加入清泄气热的“竹叶”之品，来打开气营之壅塞，

畅通道路，使邪有出路。湿热类病邪，兼夹湿邪，较

之特殊，其湿邪既可外感又能内生，类似自然界之氤

氲水雾，有触目之形而无碍手之质，湿热类之有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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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与营阴结合，更易阻碍气机，气不顺则邪无所出，

正如“邪热壅盛郁滞气机、气滞致营阴血液流行失畅

而聚积成瘀”[4]，所以对于兼湿之温邪，需宣上、畅中、

渗下多法并举，既宣畅气机又使邪气透转，故叶天士

强调对从湿热陷入营分证者，在凉血清热方中加之

清热化湿的“花露”之品。

3.2.1  清泄气热，宣畅气机  温热类病邪强调清泄

气热，宣畅气机，如“竹叶”之品。竹叶为性淡味甘寒、

轻清之品，能清热生津、凉散心热而清利小便，在《本

草纲目》《中药大辞典》等中都有所记录。现代研究发

现，竹叶活性成分具有降血脂、降血糖、抑菌、抗氧化

等药理作用[5]，而邪入营血时可有血液黏度、血小板的

聚集性能、血管壁和内皮细胞等的不同程度的损害[6]，

其机理与“热邪入营，血液黏滞而成瘀”大致相同，故

而竹叶为营分证清泄气热、宣畅气机之良药。吴鞠通

针对暑温入营创建清营汤，后成为“透热转气”的代表

方剂，因遵《素问·至真要大论》“热淫于内，治以咸寒，

佐以甘苦”，故选用犀角、玄参、生地之品，而此气分暑

温无形之邪甚微，用银花、连翘、竹叶轻清透泄，清泄

气热，宣畅气机，导营热外达，故能“透热转气”。但其

透热转气之品，重在清泄气热，宣畅气机，使邪有出路，

并非只局限于金银花、连翘、竹叶。如郑星宇喜用辛

味或芳香类药物“透热”，诸如紫苏、荆芥、防风、蝉蜕、

薄荷、桑叶、菊花、葛根、栀子、淡豆豉等，是取其轻清

灵动、发散走窜之力，来达到透热之目的[7]。

3.2.2  化湿清热，宣畅气机  湿热类病邪强调化湿

清热，宣畅气机，如“花露”之品。但叶天士在此并

未详细记载花露是何物，有学者认为是菊花或金银

花或茉莉花或荷花等经蒸馏成露而得者，但不管是

何种花露，从字面上看，花露即芳香，而“土爱暖而喜

芳香”，芳香之品均能醒脾化湿，多数还有清热解暑、

透窍辟秽之能；从性质上看，芳香之品多属辛温香燥

之物，辛能行气，温能化湿，其又具有燥湿健脾之能。

两者合一，均是强调湿热类病邪初入营分，易阻遏气

机，取花露之品化湿清热、宣通气机之能，以达到“透

热转气”的目的。其透热转气之品，重在化湿清热，

宣畅气机，使邪有出路，亦并非只局限于花露。如温

病三宝（即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除咸寒清

心之外，还有如黄芩、黄连等之物化湿清热；沉香、丁

香、郁金、麝香之物芳香化湿等。赵绍琴运用透热转

气治疗湿热病邪阻滞、热郁气机的湿疹患者，加用如

苏叶、藿香、白芷、佩兰等化湿药物疗效显著[8]。

3.3  兼夹之邪，临证加减  在临证时，因个体差异、

病因多样、病机繁杂，温病营分证亦可兼见或食滞，或

痰阻，或血瘀，或屎结，或多用清营之寒凉品致寒凝等

妨碍热邪透达，所以要根据兼夹之邪的性质，辨证施

治。食滞者可加建曲、山楂、麦芽等消导通下之药，痰

阻者可加半夏、胆南星、贝母等清热祛痰之品，血瘀者

可加丹参、赤芍、桃仁等活血化瘀之品，屎结者可加

芒硝、大黄、陈皮、槟榔等消导通下之药，寒凝者可加

肉苁蓉、补骨脂、丁香、沉香等补阳散寒之品等等，使

有形实邪散去，营热有出路。正如叶天士云：“营分受

热……若烦躁者，大便不通，金汁可以加入。老年或

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黄代之，急急透斑为要。”有学者

认为此处“急急透斑为要”与斑的治疗大法“宜清化，

勿宜提透”不一致，但问题在于叶天士在此所说的透

斑，实际上是透达热邪之意，与“透热转气”的“透”

的含义是一致的，更不是指用升散提透之法，而是应

用清热解毒、凉血透邪之法使营热得以外透。

综上所述，透热转气指在营分证中清营热养营

阴的同时，配以药物解除气营之间的障碍，将脉中之

温邪透达至脉外，使营热外达。透热转气法主要适

用于温邪初入营分证，即营分累及气分，气机壅滞，

且在其中，温邪应分温热类病邪和湿热类病邪来辨

证论治；久入营分证不能透热转气。透热转气法在

临床运用中可遵循以下原则：首辨热型，分门别类；

畅通道路，邪有出路；兼夹之邪，临证加减。透热转

气法只是温病营分证治疗中的辅助治疗方法，还应

重视治疗营分证的主要方法——清心凉营法，但透

热转气如运用得当则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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