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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温肺法立法依据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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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温肺法是针对肺寒证而设的儿科常用治法"适用于外感和内伤多种疾病"系统研究温肺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而首先从其立法依据出发"为研究的关键# 方法!本文以古代文献为依据"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方法"以切合实用&指导

临床为原则"探究温肺法的立法依据# 结果!通过对古代文献分析得出了温肺法的两方面的立法依据# 结论!强调肺的生理

特性是儿科温肺法立法的理论基础'以及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正确认识是儿科温肺法立法的前提条件的立论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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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小儿#稚阴稚阳$的体质特点%以及当今小

儿生活环境的变化%如嗜食生凉饮冷%或医者误用苦

寒之剂%都易伤小儿的阳气& 此外%目前儿科临床大

量甚至过量使用抗生素%亦可因抗生素苦寒之性味

而攻伐阳气%阳气虚损则内外寒邪乘机侵袭%致小儿

肺寒之证& 因肺为娇脏%小儿之肺尤为娇嫩%易受内

外寒邪侵袭%从而引发感冒'咳嗽'哮喘'痰饮'遗尿

等多种外感和内伤疾患%系统研究温肺法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由是%首先明确儿科温肺法立法依据%

是研究儿科温肺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此为出发

点%探讨其立法依据%从而为临床提供理论基础&

$!肺的生理特性是儿科温肺法立法的理论基础

肺为华盖& (灵枢)九针论*

+$,曰-#肺者%五脏

六腑之盖也&$即言肺在人体脏腑中位置最高%谓之

华盖之腑& 同时(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说-#天气

通于肺&$指肺与天气直接相通%且外合皮毛%开窍

于鼻%故六淫等外邪入侵%最易犯肺&

肺为娇脏& (育婴家秘*

+%,明确提出#肺为娇

脏$之说%即肺叶形质娇嫩%为清虚之体%性喜温润%

而小儿之肺尤为娇嫩%不耐寒热%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低%加之寒温不知自调%乳食不能自节%极易外感六

淫'内伤乳食而引发肺脏疾病& (医学源流论*

+),

说-#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 太寒则邪气凝而不

出&$

肺恶寒宜温& (素问)宣明五气篇*所说-#五脏

所恶%肺恶寒&$(灵枢)百病始生*曰-#重寒伤肺&$

有医家对(难经*注释中也有#肺主气而宜温$之说%

(诸病源候论)肺病候*

+#,谓肺脏#禁饮食%寒衣$%这

些理论为后世医家提出#治肺不远温$提供了理论

依据&

肺与寒同气相求& 肺属金%体寒且畏寒%寒为阴

邪故易伤肺%可谓同气相求&

以上所述的肺为#华盖$'#娇脏$'#肺恶寒宜

温$'#肺与寒同气相求$的特性为温肺法的确立奠

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正确认识是儿科温肺法

立法的前提条件

关于小儿生理特点%历代医家论述颇多& 我国

最早的一部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建立了指导临床

各科的中医理论体系%其中也包含了对小儿的诸多

阐述%如最早论述小儿生理特点的(灵枢)逆顺肥

瘦*曰-#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至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首次出现#小儿杂病诸候$的专篇记

载%是我国现存古代医籍中有关小儿疾病的最早记

载%(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中谓-

#小儿脏腑之气软弱%易虚易实&$这些论述明确了

小儿生长发育未健全成熟的生理特点和易于发病'

易虚易实等病理特点&

宋朝儿科领域出现了寒温两派的学术争鸣%以

宋)钱乙为代表的寒凉派秉承(颅囟经*

+*,

#凡孩子

三岁以下%呼为纯阳$的观点%首倡#纯阳$之说%主

张小儿#体属纯阳$%用药宜寒凉的学术观点&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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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药证直诀)变蒸*

+',中说-#五脏六腑%成而未全

..全而未壮&$并且在(小儿药证直诀)原序*中归

纳了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生理

病理特点& 以南宋陈文中为代表的温补派不拘#纯

阳$之说所限%立论元阳为本%亟当固养%以擅用温

补见长& 其在(小儿病源方论)养子十法*

+-,说-#小

儿一周之内%皮毛'肌肉'筋骨'髓脑'五脏'六腑'荣

卫'气血%皆未坚固&$并将此状况比喻为-#草木茸

芽之状%未经寒暑%娇嫩软弱%今婴孩称为芽儿故

也&$陈氏强调小儿生理特点为脏腑娇嫩%病理上易

见阳气不足的证候&

明清医家在小儿#纯阳$之体的基础上%多有发

挥%其中著名儿科医家万全首次提出小儿#肺常不

足$的观点%在(育婴家秘)发微赋*云-#血气未充

..肠胃脆薄..神气怯弱&$以上这些论述都充

分说明小儿脏腑娇嫩'肌肤柔弱'血少气弱'神气怯

弱等生理特点是客观存在的& 清代陈复正是温补派

的积极倡行者%他反对 #纯阳$之说%其 (幼幼集

成*

+,,说-#幼科论证%悉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说%乖误

相承%流祸千古%后人误认为婴儿为一团阳火%肆用

寒凉%伤败脾胃&$清代医家陈士铎治小儿病也是主

张温补%(石室秘录*

+$+,中提出-#小儿之病%虚者十

之九%实者十之二%故药宜补为先&$直到清代温病

大家吴鞠通于(温病条辨)解儿难*

+$$,中鲜明地提

出-小儿的体质是#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认为

#世人以小儿为纯阳%故重用苦寒%夫苦寒药%儿科

之大禁也&$至此%有关小儿体质之论争才日渐平

息%并以之为是&

对#纯阳$和#稚阴稚阳$的正确理解是临床应

用温肺法的理论前提& 自(颅囟经*首倡#纯阳$说

以来%后世医家对#纯阳$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

小儿有阳无阴%或阳盛阴微& 如(育婴家秘)鞠养以

慎其疾四*说-#小儿纯阳之气%嫌于无阴&$(小儿药

证直诀*亦认为#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第二种观点

认为-小儿患病后多从阳化%易化热化火%金元时期

刘完素(宣明论方)小儿科论*

+$",中提出-#大概小

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故也&$(临证指南医案)幼科

要略*

+$%,也说-#按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

多&$第三种观点是指未婚的青少年和小儿元阳未

耗& 后世医家根据临床实践的观察%将#纯阳$理解

为小儿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生理特点%表明小儿之

不完善'不成熟的阴阳则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温

病条辨)解儿难*首次提出小儿是#稚阳未充$'#稚

阴未长$%用#稚阴$'#稚阳$来表明小儿时期体内无

论是在属阴的形'质方面%还是在属阳的各种生活动

方面%都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后世医家将其概括为

#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明代医家薛已'张景岳认为

小儿稚阳初生%故称纯阳%并非阳旺%过用寒凉%必将

损伤小儿脏腑的阳气%故应时时固护小儿之阳气&

小儿之阳既是#纯阳$又是#稚阳$%即既不成熟完

善%又在蓬勃生长& 故小儿的体质为#稚阴稚阳$之

体%阴阳二气尚属不足%脏腑娇嫩&

总之%小儿之体%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是其特有

的生理特点%因小儿为稚阳之体%热易转寒%#稚阳

未长$寒易内生%或过用苦寒%误伤阳气%且小儿肺

尤为娇嫩%畏寒而易感寒%正所谓#同气相求$%故治

疗小儿之肺宜温%这些特殊的生理特性为小儿温肺

法立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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