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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湿病证治规律研究

"

!章浩军!范文东!余裕昌!!福建省龙岩市中医院!龙岩 "#$%%%"

摘要!分析!伤寒论"中湿病的概念#病因病机#证治特点$以期建立完整的!伤寒论"湿病体系$用于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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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以伤寒命名#伤寒二字的涵义#有广

义与狭义之分(C)

* 广义伤寒正如&素问+热论'所

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是包括感受风.

寒.暑.湿.燥.热多种病邪所发生的外感病%狭义伤

寒是指&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

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 中的伤寒#它是外感病

中的一种因感寒邪而致的疾病* 张仲景&伤寒论'

中六淫致病#重点论述的是风寒病邪#而湿邪为病没

有专门论及#湿病内容散在各篇* 笔者通过对&伤

寒论'的温习#将书中 '% 余条与湿病有关的条文进

行系统归纳分析#以期探索出&伤寒论'中湿病证治

规律#并用于指导临床*

C!"伤寒论#湿病的概念

湿邪为病#有外湿.内湿之分* 外湿多由气候潮

湿.或涉水淋雨.居处潮湿等外在湿邪侵袭所致%内

湿则是由于脾失健运#水湿停聚所形成的病机状

态*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虽未详分外湿内湿#但

在&金匮要略+痉湿病篇'中明确指出$,中湿者#

亦必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 &伤寒论'湿病主要论

述内湿病证治#外湿较限于风寒湿邪伤人肌肉筋骨

关节*

'!湿病病因病机特点

'(C!病因分内外!&伤寒论'辨
!

湿脉证第四篇

湿病部分#重点是论述湿邪为病之外湿的证候#如该

篇的 C'" 条,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C'D 条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

CCE 条,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

痹//-C'$ 条,湿家病#身上疼痛#发热面黄而喘#

头痛鼻塞而烦#病在头中寒湿//-还有 C'% 条.C'C

条.C'' 条.C'$ 条谈及,湿家-为病* 此外#伤寒六

病正篇也在 CFE 条提到了,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

身体疼烦//-CG% 条,风湿相搏#骨节疼烦-二条*

故尔#外湿伤人#多与风邪杂至为,风湿-.与寒邪合

至而为,寒湿-均可侵袭人体#或留着于肌肉#或流

注筋骨关节#或中于头面#若外湿邪久居不去#则成

,湿家-*

&伤寒论'中湿病大多是由内因所致#湿病病因

包括了内生的水气.寒饮等#主要表现在 $% 条.$C

条的,心下有水气-.F$ 条,名曰水逆-.C$% 条,水结

在胸胁-.C#' 条,胁下有水气-.'#% 条,寒湿在里不

解-."C# 条,此为有水气-."'$ 条,膈上有寒饮-.

"DD 条,水渍入胃-."E$ 条,腰以下有水气-等内湿

病因的论述*

'('!病机归五脏!&伤寒论'湿病的产生#究其机

理皆由外感六淫或七情内伤而引起经络脏腑功能损

伤#水湿不能健运#水气内停而成湿病* 外湿证为风

寒湿邪阻经络#流注关节#留着筋骨#日久而成湿痹%

湿气内通于脾#故湿邪发病与脾有关#内湿证多由脾

虚所致#脾是水湿运化的主要脏腑#又是水液升降的

枢纽#脾虚健运失职#水液转输代谢障碍#导致体内

水津不化#聚而为湿#甚则积而成水*

(')从病机上

看#湿病尤其是内湿不仅多由脾虚所致#而且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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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脏关系也很密切* 因此#湿病病机可以从五脏来

归纳分析#如心之湿常见于心悸.奔豚%肺之湿多咳.

喘%脾之湿多见下利.发黄.心下痞.呕吐%肝之湿则

胁下水气.风湿身痛%肾之湿为小便不利.水肿*

"!湿病证候与论治特点

&伤寒论'湿病证候分外湿.内湿* 外湿多为风

湿相搏而致#风为阳邪#善行数变#侵袭人体迅速#但

易于驱除%湿属阴邪#其性腻滞#侵人发病缓慢#其去

亦不易尽除#常留恋不已#今风湿两感#邪阻经络#流

注关节#留着筋骨#治疗上&伤寒论'辨
!

湿日曷脉

证第四 C'" 条明确指出$,//发其汗#汗大出者#

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 若治风湿者#发其

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微微汗出#卫

阳振奋#营卫得以畅行#则滞留于肌肉筋脉之湿邪#

可缓缓蒸于外#而随风气俱去* 若治疗外湿内湿合

病之湿痹#则按 CCE 条提出,湿痹之候#其人小便不

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此即治湿不利小便#

非其治也*

内湿多因脾胃不能健运#水湿停滞所致#或由其

他四脏影响到脾胃功能#亦可现水湿内停* 治疗内

湿当辨脏腑寒热虚实#而随证治之*

"(C!心湿病证治

"(C(C!心悸!金代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指出$,心

悸之由#不越二者$一者#气虚也%二者#停饮也*-

&伤寒论'中湿病水饮所致之心悸只有二处论及#一

见于 "DD 条,伤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当服茯苓

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在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也有类似看法$,食少饮

多#水停于下#甚者则悸*-是证当为胃虚水饮停于

心下#清阳不升#水气上逆#心中悸动不宁#治以茯苓

甘草汤温胃化饮%二见 G$ 条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

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目
"

动#振振欲擗

地#真武汤主之*-此属心肾阳虚#不能制水#水气凌

心而致心下悸#阳虚为本#水饮为标#治疗用真武汤

温阳化气行水之标本兼顾法* 由此可见#&伤寒论'

中湿病之心悸虽有胃虚与肾虚不同#但水气上犯则

一*

"(C('!奔豚!奔豚与水气有关者在&伤寒论'中可

见于 #D 条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

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此为汗后心阳不振#水气上

犯所致脐下悸动#欲作奔豚#治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枣

汤利水止悸* 此外#类似奔豚有 #F 条,伤寒#若吐

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茯苓桂

枝白术甘草汤主之*-是证为伤寒误治#吐或下后#

脾胃阳气受损#运化无力#致水停心下#水气上逆气

上冲胸#治以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温阳化气.健脾利

水* 以上二证共同之处均为阳虚水气上冲#都用苓

桂通阳降冲化气行水*

"('!肺湿病证治

"('(C!咳!肺湿病最常见的证候就是咳嗽* 肺为

娇脏#职司清肃#肺又为水之上源#外感六淫或脏腑

内伤均可影响肺气的肃降功能#水饮痰浊内生#故致

肺气上逆而现咳嗽#如 $% 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

水气#干呕#发热而咳//小青龙汤主之*-外寒内

饮#水气射肺#必见咳嗽* 治用小青龙汤外解表寒#

内散水饮#诸证皆除* &伤寒论'中除心下有水气可

致咳外#还有数条或然证论及咳#如 "C# 条,//此

为有水气#其人或咳//真武汤主之*-对此#笔者

曾加以分析并指出$,水.饮.湿一源三歧#均属于水

寒阴冷之邪#但由于病机不同#病位可有偏表的小青

龙汤证与偏里的真武汤证的不同#所出现的症状亦

有必然或然之别*-

(")

#此外或然证还有 EG 条,//

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CG 条,少阴病#四逆#其人

或咳#或悸//四逆散主之*-等均论及咳#其咳虽

非主证#但一有水气犯肺即现* 或然证之咳的提出#

充分体现张仲景很好地继承&内经',五脏六腑皆令

人咳#非独肺也*-的学术观点*

"('('!喘!喘与咳多并见#&伤寒论'湿病之喘可

见于 $C 条$,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

渴//小青龙汤主之*-外寒表实#内饮壅肺#肺失

清肃#必喘咳并作#治以小青龙汤外解表寒#内散水

饮#其喘自停* F# 条,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

之#亦喘*-汗后津伤#仅可少少与之#令胃气和则

愈#若饮水多则易致水停不化伤肺而喘#方仍可选用

小青龙汤*

"("!脾湿病证治

"("(C!下利!脾湿为病下利是其主证#利又有寒

湿.湿热之分* 寒湿下利#如 'F" 条太阴病提纲,太

阴病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

痛* 若下之#必胸下结硬-#"C# 条,少阴病//自下

利者#此为有水气//真武汤主之*-为脾肾阳虚#

水气浸渍胃肠#而致下利#因寒湿为患#治疗上,当

温之-宜用四逆辈或真武汤温阳利水#阳复水行#利

自止* 湿热下利可见 "CE 条,少阴病#下利六七日#

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其为少阴

阴虚水热互结于里#水渗于肠故作下利#治以猪苓汤

清热利水#热解水除而利愈* 可见湿有寒热之分#治

疗有温清不同*

"("('!发黄!发黄在&伤寒论'中以脾湿为主者#

有寒湿在里之阴黄#有瘀热在里之阳黄#相同之处为

二者皆由湿所引起#而异在兼杂寒热不同* 寒湿发

黄如 '#% 条,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

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

之*-为阳虚湿滞#影响肝胆疏泄#胆汁外溢而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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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寒湿发黄仲景虽未出方治之#但后代医家补以茵

陈术附汤或茵陈四逆汤#证属阴黄* 湿热发黄可见

于 '"G 条,阳明病//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

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

黄#茵陈蒿汤主之*- '#" 条,伤寒瘀热在里#身必

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二条文发黄均为湿热

郁蒸于中#影响肝胆疏泄#胆汁外溢所致#但前者偏

于里#治以茵陈蒿汤泄热渗湿兼攻里%后者兼有表

证#治用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清热利湿与解表*

"("("!心下痞!因水饮所停部位有别#而致的心下

痞治法不同* 如 C#' 条,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

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

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证属脾胃虚弱#寒热错杂

于中#升降失常#气机痞塞#兼水饮内停于中焦所致#

治疗上当以和胃消痞.宣散水气* C#C 条,本以下

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中燥.烦#

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此痞服泻心汤不解#乃

由水气内停阻碍下焦膀胱气机不畅而致#须得五苓

散方能化解* 从上可见心下痞有饮停中焦与下焦的

不同#治有生姜泻心汤和五苓散之异*

"("($!呕吐!呕吐因以水湿者#在&伤寒论'有二

见#因饮停部位不同#治疗有偏于上偏于下之别* 一

见 $% 条,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

//小青龙汤主之*-此为外伤风寒#内有水饮之

证#中焦气机升降受饮邪影响而引起干呕#治以小青

龙汤散寒化饮#气机升降恢复#干呕自除* 二见 F$

条,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

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证属水停

于内较重#气机受阻严重#饮干胃腑不能受纳#故见

水入则吐#治用五苓散化气行水#水邪一去#胃即能

纳#呕吐自止*

"($!肝湿病证治

"($(C!胁下水气!胁为少阳胆经所循之处#又为肝

之分野#厥阴肝经亦过之#故胁下有水气#常致胁下

痛* 如 CDF 条,太阳中风//心下痞硬满#引胁下

痛//十枣汤主之*-此为外感风寒#引动结于胸胁

的有形饮邪所致#宜用十枣汤攻逐水饮* CD' 条,伤

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柴胡桂

枝干姜汤主之*-证属少阳枢机不利水饮停于胸胁#

治当以柴胡桂枝干姜汤和解少阳.温化水饮*

"($('!风湿身痛!外湿兼夹风邪侵袭人体#经脉气

血阻滞#不通则痛#因邪客部位不同而疼痛各异* 如

CFE 条,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

侧//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

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CG% 条,风湿相搏#骨节疼

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甘草附子汤主

之*-此二条均为风湿相搏#客于肌表#流注关节所

致身疼痛.骨节疼* 客于体表为主者治以桂枝附子

汤温经助阳.疏风驱湿%留于肌肉者方选桂枝去桂加

术汤温经散寒.健脾渗湿%流注关节治疗以温经散

寒.祛风渗湿之甘草附子汤* 还有 "C# 条,少阴病#

四肢沉重疼痛//真武汤主之*-是为肾阳虚衰#致

水寒之气浸淫于外#阻滞经络所引起#治疗以真武汤

温阳利水#肢痛自解*

"(D!肾湿病证治

"(D(C!小便不利!&伤寒论'中六经皆可出现小便

不利#而与水湿相关者主要有 "C# 条,少阴病#二三

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真武汤主

之*- 小便不利是必见之主证#即阳虚水泛证#为水

寒之气停蓄于内而致小便不利#治用真武汤温阳化

气行水* 'G 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

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

茯苓白术汤主之*-本证乃太阳中风误治后脾阳受

伤#脾虚运化失职#水饮内停而致#治以桂枝去桂加

茯苓白术汤解表健脾利水* 此外还有 FC 条,太阳

病#发汗后//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

之*-为水饮蓄于下焦气化失职小便不利的五苓散

证%$% 条,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或小便不利

//小青龙汤主之*-为外寒内饮小便不利之小青

龙汤证%CG% 条,风湿相搏#小便不利//甘草附子

汤主之*-为风湿不仅留着关节#而影响下焦膀胱气

化则小便不利之甘草附子汤证%'%$ 条,阳明病#无

汗#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为阳明湿热发黄之小

便不利证%CD' 条,伤寒五六日#小便不利//柴胡

桂枝干姜汤主之*-为少阳兼水饮证之小便不利柴

胡桂枝干姜汤证*

"(D('!水肿!&伤寒论'中因湿而致的水肿可见于

"E$ 条,大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

主之*-其为湿热壅滞#膀胱气化不利#水液停于腰

以下#其治法正如&金匮要略+水气病'中,诸有水

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选用牡蛎泽泻散逐水下

行* CG% 条,风湿相搏//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

主之*-是证为风湿滞于经脉所致#治以甘草附子汤

温经散寒#祛风利湿*

从上可总结&伤寒论'湿病的治疗基本原则$湿

气偏于表者使之,微微汗出-而达温经祛湿%偏在里

者,当利其小便-以使水湿之邪渗利随尿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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