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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黄政德教授治疗四肢烦热的临床经验。黄教授为饮食劳倦损伤脾胃，脾胃气虚则清气不升，浊阴不降，谷

气下流郁遏于下焦，郁而生热上冲，伏于四肢肌肉脾土之中而蒸蒸化热，从而出现四肢烦热之症状。运用李东垣“阴火”理论，

并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审证求因，采用甘温除热的方法，补其脾胃、升其清阳、复其元气、泻其阴火，以补中益气汤化裁进行辨

证施治，取得显著效果。并附验案 1 则，以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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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政德教授，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从事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各家学说、古代著

名医家学术思想及治疗经验的研究三十余年，擅长

诊治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及各种内科疑难杂症，

医术精湛，疗效显著。
四肢烦热多见于热病之后、房事不节、情志失

调所致阴精阴液耗损的阴虚火旺证，临床上可兼见

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尿黄便结、颧红、舌红少苔、脉
细数等症状。亦有四肢烦热患者，表现为舌苔脉象

及其他伴随症状均不典型的阴虚证，若仍用滋阴清

热法治疗，其效往往南辕北辙。黄教授本着“审证

查因，治病求本”的原则，对四肢烦热的复杂病证抓

其本质，并运用“阴火”理论进行整体辨证分析，对

症下药，往往收获奇效。
1 病因病机

四肢烦热多见于阴虚火旺之证，兼见两颧泛

红，舌红少苔，脉细数等症状，临床中四肢烦热者面

黄不泽或 白少华者亦不在少数，脉细数者有之，

脉浮大者亦有之。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曰: “内

伤及劳役饮食不节，病手心热，手背不热; 外伤风

寒，则手背热，手心不热”，以此为内伤与外感之鉴，

并提出“阴火”论。《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

中论》载: “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 喜

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

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

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

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

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1］，明确指出由于内

伤因素导致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而下焦包络之火

盛，耗伤元气。又脾主四肢，脾胃虚衰则四肢不用，

阴火得以乘其土位。《内外伤辨惑论》载: “夫四肢

属脾，脾者土也，热伏地中，……郁遏阳气于脾土之

中”，故见四肢烦热而有气虚之象。《脾胃论》述其

症状为:“脾胃脉中见浮大而弦，其病或烦躁闷乱，

或四肢 发 热，或 口 苦、口 干、咽 干”( 《脾 胃 胜 衰

论》) ，“四肢发热，肌热，筋痹热，骨髓中热，发困，热

如燎，扪之烙手”( 《调理脾胃治验》) ［2］。因此，黄

教授认为饮食劳倦损伤脾胃，脾胃气虚则清气不

升，浊阴不降，谷气下流郁遏于下焦，郁而生热上

冲，伏于四肢肌肉脾土之中而蒸蒸化热，从而出现

四肢烦热之症状。
2 治法方药

阴火与阴虚有别，其兼夹证往往不同，临证当

四诊合参，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观其脉证，知犯何

逆，随症治之”。对于阴火内盛型四肢烦热患者的

治疗，黄教授秉承东垣“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

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惟当以辛甘温

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的治

疗原则，以补中益气汤加减化裁，甘温补中，使中州

健运，阳气得升，则阴火自息。
3 典型病案

谢某，男，36 岁，2017 年 3 月 28 日初诊。主诉: 四肢烦

热 5 年余，加重 2 年。患者 5 年前开始手脚发热，但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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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 年出现四肢烦热，热如火炙，躯干不热，但见于四肢。
2017 年起出现膝、肘关节疼痛，无法正常伸曲，不能用力，时

重时轻。曾于某医院查风湿 3 项 + 免疫球蛋白，均为阴性，

X 线片及其他相关检查未发现明显病灶。现症见: 四肢烦

热，易疲劳，精神欠佳，语低气少，食纳尚可，夜寐欠安，大小

便正常。舌淡、苔薄黄，脉细数。西医诊断: 神经官能症。
中医诊断: 内伤发热。辨证: 脾胃气虚，阴火内生。治拟益

气健脾，甘温除热。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 黄芪 30g，白术

10g，当归 10g，升麻 5g，柴胡 10g，白芍 10g，木香 10g，延胡索

10g，茯苓 15g，薏苡仁 20g，陈 皮 10g，甘 草 3g。7 剂，每天

1 剂，以水浸泡 30min 煎煮 2 次，兑 和，分 早 晚 2 次 服 用。
4 月10 日复诊: 患者诉服上药后，症状减轻，四肢有轻微热

感，精神好转，唯多语后感气息不足，稍感乏力，余无不适，

舌淡苔薄白，脉弱。药已中病，当前方继进 14 剂。5 月 8 日

三诊，患者诉服上药后诸症好转，精神见佳，因服西药后出

现胃脘部胀痛不适，现改用六君子汤和胃除胀善后。随访

至今未见复发，其精神佳，食纳可，睡眠好，收效甚著。

按: 临床上四肢烦热者，经西医各种实验室检

查，机制不明，原因不清，诊断模糊，病历上不得不

写“神经官能症”，这就给治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对这类患者，运用中医整体观念，依据辨证论治的

原则，宗《内经》“有者求之，无者求之”之旨，亦可

寻得中医治疗之法。李东垣在其《兰室秘藏·劳

倦所伤》中述: “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

生发之气，营血大亏，是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清浊

相干”，提出了脾胃不足，气血亏虚导致阴火内生

的观点，为 临 床 气 虚 型 发 热 的 诊 治 提 供 了 思 路。
其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而尤以饮食、七
情、劳倦为主。脾主运化水谷，为气血生化之源，

脾气健运，清气得升，浊气得降，则精微物质得以

源源不断供应脏腑器官、四肢百骸。若饮食不节、
情志不畅或劳役过度，损伤脾胃，气机升降失常，

清气不升，浊阴不降，蕴阻下焦，郁而化热引动肾

间相火，循足少阴经和包络命门之脉上扰于心，而

至心火 独 盛，由 此 得 知，阴 火 源 于 中 焦，起 于 下

焦，系于上焦，通彻三焦，元气虚衰，阴火内盛，因

而出现身热而烦，四肢烘热，口渴心烦，表热自汗

诸症。
4 体 会

《内经》中有对“阴虚生内热”较详细的论述:

“病生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阴虚则生

内热，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

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为内热”，即指劳倦

过度可耗伤气阴，对脾胃的运化功能造成影响，发

生“内热”，说明过度劳役可导致阴阳失调而发热。

《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腹满瘀血病脉证并治》
载:“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

此为阴伏，是瘀血也”，论述了瘀血引起的低热之

证。明代王伦于《明医杂著·医论》中云: “内伤发

热是阳气自伤，不能升达，降下阴分而为内热，乃阳

虚也，故其脉大而无力，属肺脾”［3］，说明阳虚而生

内热。补中益气汤始见于李东垣《脾胃论·饮食劳

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是治疗脾胃不足，中气下陷的

主方，症见体倦乏力，面色 白，少气懒言，喜静恶

动，脉虚软无力。该方由黄芪、炙甘草、人参、升麻、
柴胡、陈皮、当归、白术 8 味药组成。黄芪性味甘微

温，入肺、脾二经，方中重用为君药，具补中益气、升
阳固表之功; 人参、白术、炙甘草以益气健脾为臣

药，与君药合用，增强其补中益气之力; 血为气之

母，气虚日久则营血亦亏，故以当归养营和血，同黄

芪、人参以补养气血，陈皮理气和胃，使诸药补而不

滞，共以为佐; 并入少量升麻、柴胡升阳举陷，协诸

药以升提下陷之阳气，共为佐使; 炙甘草调和诸药，

亦为使药。诸药相合，方精药效，相得益彰，有补气

升阳、甘温除热之功效，临床应用甚广。
黄教授认为，临床中凡见到寒凉清宣不效之烦

热，而症状舌苔脉象均属气虚阴火盛者，均可用甘

温除热的方法，补其脾胃、升其清阳、复其元气、泻

其阴火，补中益气汤以药少力专，药性平妥著称，以

补为清，阴火得息则大热可除。凡是脾胃不足，阴

火内生所变生之各种疾病，根据其侵袭脏腑、肢体

的部位不同，审证求因，在该方基础上灵活加味，治

疗中气不足所致阴火内生而产生的各种疾病，均疗

效显著。但不可见体虚有热者即用甘温除热，须准

确辨证，治病求本，明确为阴火内生者，才可以甘温

之剂除之。
阴火理论是李东垣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后学者治疗内伤热

病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方法，黄教授运用其阴火理

论于临床，亦屡试屡效，得心应手。亦欲为广大医

者所重视。

参考文献

［1］ 张 年 顺 . 李 东 垣 医 学 全 书［M］. 北 京: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06.
［2］ 张继伟，李绪霞 .《脾胃论》“阴火”小议［J］. 光明中医，2007，

22( 3) : 12 － 13.
［3］ 姜德友，庞作为 . 内伤发热源流考［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

报，2015，34( 2) : 69 － 70.

( 收稿日期: 2017 － 08 － 28)

·54·第 7 期 张鹏飞，陈育群，任 婷，等: 黄政德运用“阴火”理论治疗四肢烦热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