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燥作为一种自然
现象，是指气候环境
中缺水的干涸状态，
即如《说文解字》中所
言：“燥，乾（干）也。”
中 医 学 中 的 燥 有 病
因、病机、病证、治法
等多个义项。笔者对
此加以梳理、分析，仅
供同道借鉴与探讨。

论中医之燥
□朱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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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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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至真要大论》确立了燥
病的治疗法则，即“燥者濡之”，另
有“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
辛，以苦下之”的具体方案。《本草
新编》则认为：“湿与燥相宜，用湿
以润燥也。”并列举了各类燥病的
具体治法：“气燥，辛以湿之；血燥，
甘以湿之；脏燥，咸以湿之；腑燥，
凉以湿之。内燥，寒以湿之；外燥，

苦以湿之；久燥，温以湿之；近燥，
酸以湿之。燥不同，审虚实而湿
之，则无不宜也。”外燥偏于温者，
宜清宣凉润或清燥润肺，方如桑杏
汤、清燥救肺汤等；偏于凉者，宜轻
宣温润，方如杏苏散等。考虑到燥
自外来，还应视病情予以疏风。《通
俗伤寒论》则针对秋燥初期、中期、
末期不同阶段提出“上燥治气，中燥

增液，下燥治血”的治法。内燥之
治，重在修复津液之亏。因于津伤
者多选用富含汁液的药物，比如沙
参、麦冬、石斛、天冬、玉竹、乌梅、
甘蔗等，选方如沙参麦冬汤、养阴
清肺汤、益胃汤、白虎汤、麦门冬
汤、消渴方等；因于液耗者则多选
用质地黏稠的药物，比如熟地黄、
枸杞子、旱莲草、女贞子等，选方如

六味地黄汤、左归丸、大补阴丸、百
合固金汤等。因津与液互生互化，
不少养阴方以津液并补，如一贯
煎、复脉汤、天王补心丹等。根据
病情，润养还常合用清热、凉血、散
风等法。

至于瘀血致燥，当活血化瘀与
养阴润燥并用。对于肾气不化，津
液不布所致的燥证，当遵循《素问·

脏气法时论》所言“肾苦燥，急食辛
以润之”，常用肉桂、细辛等。

此外，燥还有一个治法用语，即
燥湿法，可分为苦温燥湿与苦寒燥
湿两类；也有方剂的一个类型，即

《药对》“十剂”中的燥剂。如果我们
对其进行梳理、辨析，并加以总结，
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燥为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之一，是
秋季的主气，呈现出干燥、收敛、清肃的特性。
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从秋分、寒露、霜降至立
冬，为燥气当令。燥气成淫，即成病因，其致病
具有两大特点。

其一，易伤津。《素问·五运行大论》记载：
“燥胜则地干。”燥邪为害，最易耗伤人体的津
液，出现各种干涩征象，比如皮肤干涩、皲裂、
鼻干咽燥、口唇干裂、毛发干枯不荣、小便短
少、大便干结等。《医门法律》记载：“夫干之为
害，非遽赤地千里也，有干于外而皮肤皱揭者，
有干于内而精血枯涸者，有干于津液而荣卫气
衰，肉烁而皮著于骨者，随其大经、小络所属，
上下中外前后，各为病所。”

其二，易伤肺。肺居于脏腑之上，为清虚
娇嫩之脏，性喜清肃濡润，且外合皮毛，开窍于
鼻，与天气相通。故燥邪伤人，最易耗损肺金，
失润不降，则干咳少痰，或痰黏难咯，或痰中带
血，以及喘息胸痛等。

上述所言，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

“燥胜则干。”的体现。《素问玄机原病式》对此
概括为“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并进
一步解释，“涩，物湿则滑泽，干则涩滞，燥湿相
反故也”“枯，不荣王也；涸，无水液也；干，不滋
润也；劲，不柔和也”“皴揭，皮肤启裂也”。

燥有外、内之分。外燥者源于天，与季节、
气候相关，又有温、凉之别。具体而言，初秋有
夏日之余热，燥与热合谓之温燥；深秋有近冬
之寒气，燥与寒合谓之凉燥。此如《通俗伤寒
论》所言：“秋深初凉，西风肃杀，感之者多病风
燥，此属燥凉，较严冬风寒为轻；若久晴无雨，
秋阳以曝，感之者多病温燥，此属燥热，较暮春
风温为重。”至于其临证演变，《通俗伤寒论》认
为：“秋燥一证，先伤肺津，次伤胃液，终伤肝血
肾阴。”

内燥则是病变过程中阴液亏损形成的一
种类燥状态，临证除可见上述燥的征象，尚可
见肌肉消瘦、五心烦热、骨蒸潮热、盗汗等特有
征象。其成因非常多，但大致可分为津液的绝
对不足与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者或见于热病

日久，或见于汗、吐、泻下之后，或见于失血、亡
精之后，或见于内热（如积热、郁热等）暗耗，或
见于素体阴虚者等。相对不足者则见于一些
更为复杂的情况，比如瘀血内停导致津液不
行，或气化不利导致水停不布等。

由此可知，外燥作为一种病因，最易伤及
人体，尤其是体表及肺之津液。内燥作为一个
病机概念，则指津液不足或分布不均导致的一
种征象。

津液是人体一切水液的总称。津与液
虽皆来源于水谷精微，但二者在性状、分布
和功能上均有不同。此如《读医随笔》所言：

“津亦水谷所化，其浊者为血，清者为津，以
润脏腑、肌肉、脉络，使气血得以周行通利而
不滞者此也。凡气血中不可无此，无此则槁
涩不行矣……液者，淖而极厚，不与气同奔
逸者也，亦水谷所化，藏于骨节筋会之间，以
利屈伸者。其外出孔窍，曰涕、曰涎，皆其类
也。”因此，津伤与液耗虽同属阴虚，但病变
侧重程度还是有明显差异的。

燥之类征

关于燥的阴阳属性，业内一直
争论不决。《易·乾》中有“水流湿，
火就燥”之论，又有《外经微言》所
云“燥从热发，风从燥起”。故言
燥属阳者，多依据其字形结构，从
其易耗伤津液，与湿相对、燥可祛
湿，治燥药多汁多油等方面加以
论证。言燥属阴者，则依据燥为

秋令主气，在位居西方，在五行属
金，通于肺，具肃杀收敛、向下向
内之性，及《素问·五运行大论》所
言“西方生燥……在脏为肺，其性
为凉”，《素问·厥论》所言“春夏则
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
而阳气衰”，《医征》所言之“燥病
属凉，谓之次寒，病与感寒同类”，

《六气属性辨》所言之“暑统风火，
寒统燥湿”等论述。还有言燥阴
阳兼具者，比如《景岳全书》提出

“燥亦有阴阳”的观点，谓：“燥从
阳者因于火，燥从阴者发于寒。”

《黄元御四圣医书》也言：“燥为寒
热之中气，上燥则化火而为热，下
燥则化水而为寒。”《医醇賸义》认

为：“初秋尚热则燥而热，深秋既
凉则燥而凉，以燥为全体，而以热
与凉为之用，兼此二义，方见燥字
圆通。”

客观而言，上述历代医家观
点均可谓论之有据，言之有理。
之所以出现观点差异的原因，实
缘 于 历 代 医 家 认 识 的 角 度 不

同。众所周知，现代人衡量气候
的两个基本因素是温度与湿度，
而古代对此的判断则主要依据
现象与感觉，可以说是温度、湿
度的综合判定结果。如此说来，
言燥邪属阳属阴都有片面性，而
言燥有从阴从阳的双重属性应
为持平之论。

燥之属性

燥之为病，一般习惯性分为外
燥与内燥两大类。但燥作为病因，
源自外来为外燥，而内燥生于阴
虚，仅属于类燥。

外燥病多涉及感冒、咳嗽等病
证，每伤及肺系之津。比如温燥感
冒者可见发热头痛，微恶风寒，干
咳少痰色黄，心烦口渴，唇口干燥，
鼻腔、咽喉干燥灼热，小便短黄，舌

苔薄黄，脉浮数等。凉燥感冒者可
见恶寒发热，头痛无汗，口、鼻、咽
干燥，咳嗽痰少色白，舌苔薄白，脉
浮紧等。肺燥咳嗽者主要表现为
反复咳嗽，咯黄痰或白痰，伴有口
干、咽痛、便秘、尿赤、身热，或伴有
喘息等症状。

类燥病则涉及广泛。比如内
科之消渴，以多饮、多食、多尿、形

体消瘦等为特征，其形成以阴津亏
损为本，燥热偏盛为标，两者互为
因果，阴愈虚则燥热愈盛，燥热愈
盛则阴愈虚，病变脏腑主要在肺、
胃、肾。再比如肺痨，是一种由痨
虫蚀肺所致的以咳嗽、咯血、潮热、
盗汗及身体渐瘦等为主要症状、具
有传染性的慢性消耗性疾病，病变
主要涉及肺、肾，病变一般经历肺

阴亏虚、阴虚火旺、气阴耗伤、阴阳
两虚等过程。再如妇科之经闭，可
因阴血不足，久则血海燥涩渐涸，
故月经延后，量少，色红质稠，渐至
经闭。又如皮肤科之牛皮癣，可因
阴虚血燥、肤失润养而成，临证可
见暗红色或褐红色鳞屑性斑块，常
伴有痒、痛症状等。再如干燥综合
征，是一个主要累及外分泌腺体的

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病，临床表现
为口、眼干燥，并可累及多脏器多
系统，比如肾、肺、心脏、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此病可归
属于中医的“燥证”“燥毒”“燥痹”
等范畴，多因火热温燥或湿热毒
邪，伤津耗液，致使体内阴液不足，
脏腑尤其是肝、肺、胃、肾失于滋润
而形成。

燥之病证

燥之治疗

对药又称药对，是中医临床常
用相对固定的两味中药的配伍组
合，也是中药配伍应用中的基本形
式。对药不是随意的两味药凑合，
其组成有一定的规律，比如寒热相
配、升降相配、散收相配、动静相配、
气血相配，或有相互协助增强药力
者，或有相互制约其副作用而展其
效者等。精于用方，多精于药物的
配伍，故历代医家都很重视对药的
运用，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
景有名有药的 252 张经方中，约有
40首方剂仅由两味药组成，可见对

药之重要程度。
下面所述之对药，有先贤已用

的治疗经验，再结合笔者的临证体
会与治疗体会，并加以辨析、总结
而成，但皆为临床中所获得的治疗
经验，现择要叙述，仅供同道参考
与讨论。

仙鹤草、鸡血藤的单味功用、配
伍功用、用量用法、用药心得。

单味功用。仙鹤草味苦、涩，
性平，归肺经、肝经、脾经，为蔷薇
科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龙 牙 草 的 全
草。本品功效善于收敛止血，适用

于多种出血证，还可用于脱力劳伤
等。鸡血藤味苦、辛，性温，归肝
经、肾经，具有补血行血、舒筋活络
的功能，对风湿痹痛兼有血虚或瘀
滞者尤为适宜。《本草纲目拾遗》言
其具有“壮筋骨，已酸痛……手足
麻木瘫痪等证”。《现代实用中药》
谓其具有“为强壮性之补血药，适
用于贫血性之神经麻痹症状，如肢
体及腰膝酸痛，麻木不仁等”。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鸡血藤酊剂对大
鼠甲醛性“关节炎”有显著疗效。

配伍功用。仙鹤草民间称之

为“脱力草”，苦涩收敛止血，又有
补虚、健脾、强壮之功效，可用于
脱力劳伤疼痛，兼神倦乏力、面色
暗黄之证。用本品补虚，可与大枣
相配伍。若将仙鹤草用于疮疖痈
肿，具有解毒消肿之功效，还可将
仙鹤草用于癌肿及全血细胞减少
等。鸡血藤苦甘温，补血活血，舒
筋通络。仙鹤草、鸡血藤两药配伍
可补益气血、通络止痛，相得益
彰，效果显著。

用药心得。仙鹤草、鸡血藤配
伍既能止血又能行血补血，临床用

于治疗月经不调、痛经、闭经、风湿
痹痛等属于气血亏虚兼血瘀者。若
气血亏虚甚者，可配伍黄芪、当归、
熟地黄，以益气养血；产后恶露，绵
绵不绝，治宜配伍益母草、桃仁、红
花；治疗风湿痹痛，可配伍独活、羌
活、威灵仙等。用仙鹤草治疗各个
部位出血，常与旱莲草相配为用，如
属于气不摄血，可加党参、黄芪；虚
寒性出血，可配伍温阳止血药，如炮
姜、灶心土、艾叶等；如属于血热妄
行，可配合凉血止血药，如生地黄、
赤芍、牡丹皮、侧柏叶、藕节等。仙
鹤草治疗汗证，无论寒、热、虚、实者
均可应用，可单独服用，亦可配合其
他方药同用。

（作者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运用对药的诊疗体会
□韦绪性

目前，随着中西医结合的深入
发展，中西药物的配伍应用也越来
越普遍，如果应用合理，则可以减轻
或消除毒副作用；如果配伍不当，则
会使药物的疗效降低或增加毒副
作用。辨析中西药合理配伍应用机
制，明确中西药合理配伍的原则和
对策，可归纳中西药合理配伍应用
的优势和特点，并进行分析，有助于
临床提高诊疗效果。

一是中成药与中成药之间的配
伍。中成药之间的配伍按照中药的
组方原则，体现君、臣、佐、使要旨。
如消渴病痹证：气虚血瘀证宜用黄
芪注射液（君药）和丹参注射液（臣
药）；阴虚血瘀证宜用生脉注射液
（君药）及脉络宁注射液（臣药）；气
阴两虚兼瘀证，宜用脉络宁注射液
（君药）和丹参注射液（臣药）

二是中成药和西药之间的配

伍。在临床上，西药和中成药合用
较为普遍，西药的特点是见效快，但
副作用大；中药的特点是对慢性病
疗效好，副作用小，但见效慢。中西
药合理配伍能相互协同，扬长避短，
提高疗效。比如神经衰弱患者长期
服安定类西药（如艾司唑仑片、艾普
唑仑片）会产生耐药性，如果根据病
情加服朱砂安神丸、归脾丸等中成
药能增强疗效，就可减少安定类药

物的用量和副作用。
三是中成药之间的配伍禁忌。

临床上发现有一些医务人员在联合
运用中成药时往往忽略了中药的配
伍禁忌，结果造成中成药的疗效不
佳或产生副作用。注意配伍禁忌，
中药配伍禁忌有“十八反”“十九
畏”，还有适应证的禁忌，比如妊娠
期用药禁忌。若中成药之间配伍不
当，会降低疗效或产生不良反应，如

附子理中丸与金匮肾气丸同时服
用，就有可能发生乌头碱中毒，因这
两种中药成分均含有附子，其主要
成分就是乌头碱。

因此，在临床运用中，我们应
强化合理运用中成药的意识，掌握
合理运用中成药的方法，做好合理
运用中成药的临床总结，注重中成
药之间、中西药之间配伍应用的疗
效与毒性作用的观察与总结，同时
加强合理运用中成药的持续培训，
要对患者的健康负责，努力做到

“药到病除”。
（作者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中西药合理配伍应用机制
□庞国明

现在，随时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更加渴望健康的生活。可是，人
的健康和寿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
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
定义是：“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
精神上的完美状态，以及良好的适
应能力，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
的状态。”健康的含义是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也叫行为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还认
为：对人的健康影响主要有遗传因
素、自然环境因素、社会条件因素和
个人生活方式因素。

其实，在春秋时期，我国第一部
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人的健
康生活与遗传因素、自然环境因素、
社会因素、个人生活方式和心理因
素等有关，如果不能很好地调理身
心，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遗传因素

当代人研究把遗传因素作为影
响人体健康的一项标准，实际上，

《黄帝内经》中讲到遗传因素，即人
体质的强弱，性格的不同，对人的健
康会产生一定影响。《灵枢·寿夭刚
柔篇》中有“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
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的文
字记载，指出人体的形气有阴阳刚
柔等；《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将人
体分为 5 种体质，又细分为 25 种体
形。非常珍贵的是《灵枢·通天篇》
中也讲到这5种体质，并提出“古之
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盛者
泻之，虚者补之”治疗办法。因此，
我们不要过分强调遗传因素，还可
通过调养防治疾病，比如高血压病、
糖尿病等。

自然环境因素

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就要顺
应自然，这就是《黄帝内经》中提出
的“天人合一”观念。《黄帝内经》中
记载了我国古代唯物观的“气一元
论”哲学思想，将人看成整个物质世
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由其原初
物质“气”形成，并提出“人与天地相
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将人与自
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天人合一”强调天人相互协
调，人体仿佛是天地的缩影，其目的
在于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
统一性。《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提出

“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
立导神，肌肉若一”“天人合一”的观
点，提出了解自然环境、把握自然环
境和适应自然环境是健康生活的关键。在实际生活
中，人体和地质地理关系十分密切，存在着平衡关
系。在相关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自然界中有92
种天然元素，其中有 81 种元素已在人体内查出（见

《中国人该怎么吃》一书，2012年12月人民卫生出版
社出版）。一些地方病的出现与地理环境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缺乏有关。科学证实，微量元素被人摄取
后，多少都会引起疾病，只有适量才行，可见人的健
康与自然环境关系多么密切。另外，《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中提出“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
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等观
念，都是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生活方式因素

一般情况下，人的健康影响中有60%取决于个人
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指人们长期受到一定社会、
文化、经济、风俗、家庭的影响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
生活意识。生活方式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之分，健
康的生活方式有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
合理膳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素问·藏气
法时论》中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
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文字说明。其
不仅指出食物对养生、健身的重要，还明确指出了合
理膳食在疾病治疗中的意义，提出“谷肉果菜，食养
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观点。这里的“食养”
是中医遵循的防病原则。在膳食上要求“谨和五味，
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
道如法，长有天命”，这充分说明五味合理、平衡膳食
的益处。从现代营养学来讲，就是按照我国居民膳
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来指导自己的饮食。现代医学研
究已经证明高血压病、动脉硬化、中风及肾脏病皆与
过量食盐有密切关系。“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
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
渴”是《黄帝内经》对糖尿病的论述。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比如生活节奏无规律，缺少运动，吸烟酗酒等，
长时间看手机、电视与电脑，尤其是儿童，会造成视
力下降，经常熬夜将会造成筋骨劳累，损伤身体。《黄
帝内经》中有“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
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的文字记载，这说明人们
只有劳逸适度、规律生活，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心理因素

在与他人和社会关系方面，要能够正确看待自
己，正确看待他人，正确看待社会，树立一定的人生
目标，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心情愉快。反之，心理
失衡，经常精神高度紧张，会造成精神疲劳，如果情
绪波动较大，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有的老年人
在盛怒之下，会导致脑血管突然破裂等。由此可见，
情绪异常，危害极大。其实，《黄帝内经》中有“怒则
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忧恐悲喜怒，令不得
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的文字记载。这说明心情不
愉快，造成人体气血紊乱，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人们
应达到“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
的状态，对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总之，《黄帝内经》为后人的养生观发展奠定了
理论基础，当代人对遗传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社会
条件因素和个人生活方式因素以及心理因素等的认
识，是和《黄帝内经》中“天人合一”，调理体质、把握
好情志、平衡膳食等观念是基本一致的，这些观念是
古人日常生活的准则，对现代人养生仍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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