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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热与津液不足是两个性质差别较大的

病理表现
,

它们并见于一体在临床也是较常

见的
,

而辨治则是十分棘手的事情
。

因为滋

阴容易助湿
,

化湿容易伤阴
,

如 何 施 治 为

好
,

历来医界均有论述与争议
,

然对此作系

统阐述的见之甚少
。

笔者在临证与学习中
,

深感此乃不可忽视的问题
,

故在此试做初步

探讨
,

望同道斧正
。

湿热与津液不足的关系辨

湿热病证是临床常见的一大病证
,

既可

以病的形式出现
,

如湿温病
、

暑湿病等 ; 也

可以证候的形式出现
,

如肝胆湿热
、

膀臃湿

热等
。

根据其湿热病邪的来源
,

将 由外来湿

热之邪侵入体内而致的湿热病称为外感湿热

病
,

将 由过食肥甘厚味而致的湿热病邪内生

的湿热病称为内伤湿热病
。

但不论是何种湿

热病证
,

一般来说
,

湿热病邪及其所致的各

种病理变化是病证的主要病因病机
。

湿为阴

郭
、 易阻遏脾胃的运化

、

气机的运行
,

并能

损伤阳气
,
此间题历来已阐述较为详尽

。

而

湿热病邪的另一组成部分— 热邪
,

则有容

易耗伤津液的特点
。

湿热与津液不足并见的

病证是客观存在的
,

只是由于湿热互结
、

湿

邪肆虐的原因
,

津液受伤或津液不足的表现

往往被湿邪的表现所掩盖和混淆
,

U拐吹难以

被发现
。

湿热与津液不足并见的病 证 的 发

生
,

其病因病机大致有以下 四种
。

一
、

湿热未除
,

津液受伤
:
湿热病中

,

湿邪和热邪的比例
,

对津液受损的程度影响

至大
,

热邪比例越大
,

津液受伤越重
。

热重

于湿者津液受伤最甚
,

湿热并重者次之
,

湿

重于热者津液受伤的表现不明显
。

热邪较重

的振热病
,

其中后期可能出现湿热未除而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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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被耗损的现象
。

薛生 白云
: “

湿热一合
,

则身中少火悉化壮火
,

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

而为暴哉? 所以上下充斥
,

内外煎熬
,

最为

酷烈
,

… … 胃中津液几何
,

能供此交征乎 ?

… …其始也
,

邪入阳明
,

早已先伤其胃液 ,

其继也
,

邪盛三焦
,

更欲取 资于 胃液
。

司

命者
,

可不为阳明顾 虑 哉里
”

( 《 南病 别

鉴 》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9 0年版 )

二
、

素体阴虚
,

复感 ( 生 )湿热
:

素体

阴虚的患者
,

通常容易感受阳邪
,

但是在身

体外界湿热病邪较重的情况下
,

也可能感受

湿热病邪 ; 或是饮食不慎
,

湿热内生
。

从而

形成了阴虚与湿热并存的局 面
。

何 廉 臣 指

出
: “

惟素某阴虚而挟湿热者
,

膏粱辈每多

患此
。 ”

( 《 重订广温热论 》 ,
人民卫生出

版社
, 1 9 6 0年版 )

三
、

素有湿热
,

复感燥邪
:
这种情况在

秋季燥邪当令之时
,

每见于素体湿热内蕴之

人
。

湿热病邪
,

来迟去缓
,

病程绵长
,

许多

内伤湿热病者
,

其病程常以数年计
。

湿热病
患者

,

其身上内蕴之湿邪
,

并不因秋燥之来

临而消失
,

往往因为湿热内蕴
,

气机失调
,

正气不足
,

抗邪无力
,

而易感受当 令 之 燥

邪
。

吴达云
: “

秋季每多肺燥之证
,

即湿体

亦有上燥之时
。 ”

( 《 医 学 求 是 》 ,

江苏

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 5年版 )严格地说

,

操

邪伤津与湿热病引起的津液不足不能等同
,

但从临床辨治来看
,

具有共同的特性
,

故并

录之
,

以供参照
。

四
、

湿热阻遏
,

津液不达
:

湿热之湿易

阻遏气机
,

致使津液运行受阻
。

湿热病邪停

滞于某脏腑或部位时
,

可能阻塞经络中的津

液运行
,

使津液不达其所
,

造成身体局部津

液不足
。

李东垣的清燥汤 即是专用于治疗湿

2 4 5



热阻肺
,

肺失肃降
,

金水不能相生
,

致使肾

阴不足
,

腰膝失养的痰证
。

李东垣云
: “

燥

金受湿热之邪
,

绝寒水生化之源
, 源绝则肾

亏
,

痪厥之病大作
。 ”

( 《 脾胃论 》 ,

人民

卫生出版社
, 1 9 9 3年版 )

湿热与津液不足并见病证的治疗

由上可知
,

、

湿热与津液不足共存病证的

病困病机比较复杂
,

湿热之邪的多寡和津液

不足的程度也可能千差万别
。

临证治疗
,

唯

有谨察病机
,

灵活辨证选方用药
,

才能有较

好 的疗效
。

现举如下五个方面作为范例
,

供

参考
。

一
、

热重于湿
,

津液受伤
:

此相当于湿

温病热重于湿证
。

症见
:

高热汗出
, 「l渴饮

冷
,

胸痞院闷
,

身体困重
,

舌红
、

苔黄腻厚

而千
,

’

脉洪大
。

亦具有大热
、

大汗出
、

脉洪

大之特征
,

方用 白虎加苍术汤
。

二
、

湿热未清
,

津液 已伤
:

此相当于湿

温病之湿热并重证后期
,

搔热之邪渐去而未

绝
,

津液受伤之象日显
。

症见
:

低热
,

啊腹

稍有烦热
,

胸院痞闷
,

纳呆
, 头身重

,

大便

不畅
,

小便短涩
, 口鼻干燥

,

舌红
、

苔获腻

或淡黄腻而干
。

方用三仁汤加芦根
、

石解
、

冬瓜仁等
;
或可选用 《 南病别鉴 》 的元米汤

泡术法
,

即 “
元米汤泡于术

,

隔一宿
,

去木

煎饮之
” ; 也可 用 《 重订广温热论 》 中何廉

臣氏推荐的
一

庄汁四磨饮法
,

即 “ 西瓜汁
、

甘

蔗汁
、

雅梨汁
、

鲜生地汁
、

金汁各一瓢
,

广

郁金
、

广木香
、

上沉香
、

乌药各 磨 汁 一 茶

匙
,

冲入开水一半
,

和匀即饮
” 。

三
、

素体阴虚
,

湿热蕴结
:

由于阴虚有

心
、

肝
、

肾
、

肺
、

胃等阴虚之不同
,

故此常

可分为肝肾阴虚兼湿热内蕴
、

心阴虚兼湿热

内蕴等证
。

现仅举常见症状
:
头晕耳吗

,

腰

膝疫软
,

失眠多梦
,
口

二

行咽澡
,

咳嗽胸 闷
,

院晒纳呆
,

大便塘
,

尿短赤
,

舌 质 偏 红 瘦

薄
、

首黄粘腻
,

脉细数
。

怡疗应灵活辨证
,

何廉臣在 《 重订广温热论 》 中作了较好的说

明
,

今转引之
: “

惟素察阴虚而扶湿热者
,

膏粱辈每多患此
,

治法与寻常湿热迥殊
。

若

用风药胜湿
,

虚火易于潜上 ; 淡渗利水
,

阴

津易于脱仁; 专于澡湿
,

必致真阴耗竭
; 纯

用滋阴
,

反助痰滋上夔
。

务使润燥合宜
,

刚

柔协济
,

轻清和解
,

始克渐渐奏功
,

如元米

煎 ( 用炒香江西术钱半
,

第二次 米 洽 水 泡

术
,

约六分钟
,

去术煎饮
。

薛生白方 )
、

参

麦冬瓜汤 ( 北沙参五钱
,

原麦冬钱半
,

黄草

川解三钱
,

炒香批把叶三钱
,

鲜冬瓜皮子各

一两
,

煎汤代水 )
、

加味导 赤 散 ( 王 孟 英

方 )
、

加减甘露饮之类
,

养阴逐湿
,

两擅其

长
。

樊师喜用童便四草汤 ( 鲜茅草根
、

鲜车

前草各一两
,

鲜三白草三钱
,

鲜 草葬 草 三

钱
,

莹白童便一杯
,

广郁金磨汁四匙作两次

分冲
,

亦稳而灵
。 ”

四
、

湿热内蕴
,

外束燥邪
:
燥气病邪与

湿热病邪的关系有二重性
:

一是燥邪容易耗

伤津液
,

导致局部或全身的津液不足 , 二是
“
燥胜则千

,

干为涩滞不 通 之 疾
” ( 石 寿

棠
, 《医原》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9 0年

版 )
。

燥邪与湿热之邪都会使经络和脏腑的

气机闭塞不通
,

治疗可本石寿棠在 《 医原
·

卷下 》 中指出的
“ 外感之燥

,

津液结于上而

为患者
,

结者必使开解
,

非辛润流利气机不

可 ” 。

凉燥兼湿热内蕴者
,

可用 杳苏 散 原

方
,

或再加白豆落
、

通草等
;
温燥兼湿热内

蕴者
,

可用桑杏汤加滑石
、

竹叶等
。

石寿棠

在 《 医原
·

卷下 》 中论之甚详
,

其云
: “ 夹

湿者
,

于辛润 klJ 中酌加范仁
、

通草
、

获等
、

半夏之类
,

亦不宜多用
,

恐烧伤阴液
;
其夹

湿而化热者
,

于辛润剂 中
,

酌加滑石
、

淡竹

叶之清渗
,

连翘
、

山桅之微苦微燥
” 。

五
、

涅热阻肺
,

阴亏足妾
:

症见
:

下波

痉软无力
,

肌肉萎缩
,

甚或 瘫痪
,

身体 困

重
,

小便短赤
,

舌红
、

苔黄 腻
,

脉 缓 或 濡

细
。

方可用 《 脾 胃论 》 的清 燥 汤
,

李东 逗

云
: “

燥金受湿热之邪
,

绝寒水生化之源
,

源绝则肾亏
,

疾厥之病大作
,

腰 已下痪软瘫

痪
,

不能动
,

行走不正
,

两足欲侧
,

以了澡

汤主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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