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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历版教材均将盗汗归于阴虚证，笔者通过查阅大
量文献，探讨清代名医郑钦安的扶阳思想，结合盗汗的

渊源及治疗现状，就扶阳法治疗盗汗作一探讨，冀同道

斧正。

员摇 中医对盗汗的认识
吴鞠通曰：“汗也者，合阳气阴精蒸化而出者也。

……故汗之为物，以阳气为用，以阴精为材料。”这是

机体出汗之机理，此外汗还有调节体温、保持机体阴液

与阳气的平衡、排出废物与邪气的作用［员］，如果出汗

影响了人体之阴阳平衡，则为病汗，盗汗则为其一。盗

汗的中医研究，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素问·脏气

法时论》曰：“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

风。”其所言之“寝汗”，即《金匮要略》所说之盗汗。盗

汗在临床上多伴有心烦、失眠、脉细数、舌红苔少等阴

虚内热之证，故医家常称“阴虚盗汗”，如《丹溪纂要》

曰：“自汗属气虚，属湿与热，盗汗属血虚，阴虚。”《医

学正传·汗证》云：“盗汗者，寐中遍身如浴，觉来方知

属阴虚，营血之所主也……宜滋阴降火。”临床上牡蛎

散为其常用代表方，若阴虚火旺者，则多用当归六黄

汤；结合五脏病辨证，属心阴虚者，常用酸枣仁汤；属肺

阴虚者，常用百合固金汤；属肝阴虚者，常用枸杞地黄

汤；属肾阴虚者，则常用六味地黄汤、左归饮；从此阴虚

辨治，随症加减，多可获效［圆］。历代医家多承此阴虚

论，从阳虚角度辨证者只在少数，郑钦安正是其一。可

见阳虚盗汗在临床上虽然较为少见，但却不能否认它

的存在，正因为见证不多，故易致忽视。《景岳全书·

汗证》篇云：“所以自汗、盗汗，亦各有阴阳之证，不得

谓自汗必属阳虚，盗汗必属阴虚。”其中至要者，在于

准确辨证。

圆摇 扶阳法治疗盗汗
圆郾 员摇 阳虚辨证盗汗的渊源摇 中医辨证的方法很多，主
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八

纲辨证。清代名医郑钦安以阴阳两纲辨病，“认病只

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的辨证思想可谓独树

一帜，却又执简驭繁。病症虽千端变化，难以窥测，然

以阴阳为纲，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

辨之判之，则病无所遁形。郑氏洞悉人身阴阳本质，认

为病总在阴阳之中，故以阴阳辨病，病则尽收眼底，其

对于盗汗病机，亦分阴分阳，辨清阴阳虚实之实据，然

后用方，方不错误，且效果显著。郑钦安于《医理真

传》中曰：“夜分乃阳气潜藏之时，然而夜分实阴盛之

侯，阴盛可以逼阳于外，阳浮外亡，血液随之，故汗之，

曰盗汗。医者不知其为阳虚，不能镇纳阴气，阴气外

越，血液亦出，阴盛格阳于外，阳不得潜，亦汗出。”盗

汗实质上是在整个疾病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特殊症

状，是由于阳气亏耗日久不能固护津液，心液不能内藏

而外泄所致，若拘泥成法，不加辨证，认为只有阴虚才

会导致盗汗，而一味滋阴降火，不去扶阳益气，则不仅

无功，反而有害。因此，在治疗盗汗时，应细加详察，握

定阴阳实据，辨清阴阳属性，然后方可施药［猿］。

现代医家有从阳虚角度辨证盗汗症者，并用扶阳

方药治愈患者，附医案如下。男，缘远 岁。因睡时汗出 员
年余，于 员怨怨愿 年 猿 月 员远 日就诊。患者 员 年来无明显
诱因出现盗汗，汗出量较多，浸湿内衣，醒后即收。自

感腰膝酸软，肢冷畏寒，脘腹冷痛，纳呆食少，大便溏，

小便清长，口淡不渴，伴有神疲乏力、心悸气短。患者

面色苍白，神疲气怯，气短懒言，舌质淡，苔白滑，脉沉

细等。在内科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服维生素 月、谷维
素等药物治疗罔效。辨证为脾肾阳虚、阳虚不摄之盗

汗。治以温补肾阳，固表敛汗。方用右归饮合桂枝汤

加减：熟地黄 圆缘早，山药、山茱萸、枸杞子、巴戟天、菟丝
子各 员缘早，炮附子、肉桂、桂枝、白芍、甘草各 员园早，黄芪、
生龙骨、生牡蛎各 猿园早。水煎服。日 员 剂，连服 缘 剂。猿
月 圆员 日二诊，自述服药后诸症大减。唯仍纳呆食少，
心悸气短，上方加党参 圆园早，苍术 员园早，白术 员园早，茯苓
员缘早，麦冬、五味子各 员园早。继服 员缘 剂，诸症消失。随
访 员 年，未复发［源］。

圆郾 圆摇 扶阳法治疗盗汗理论分析 摇 《素问·生气通天
论》曰：“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阳虚则失去卫外之功

能，故上述病例睡时汗出，醒后阳气渐复，故醒后汗止。

治以温补肾阳、固表敛汗则体现了扶阳之思想。素体

阳虚之人或久病年老之人阳气久亏，此时又耗损阳气，

而阳气以卫外为固，阳气久虚，卫外不固，肌腠疏松，以

致藩篱失固而津液无所约束，外泄而引起盗汗。《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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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金鉴》曰：“心之所藏，在内者为血，发于外者为汗，

汗者心之液也。”故汗需赖心肺阳气以统摄，阳气日益

亏损，阴阳不能相互维系，心液暗泄所以导致盗汗。

明·王肯堂在《杂病证治准绳·汗》中曰：“阳衰则卫

虚，所虚之卫行阴，当瞑目之时，则更无气以固其表。

故腠理开津液泄而为汗，迨寤则目张，其行阴之气复散

于表，则汗止也。夫如是者，谓之盗汗，即《内经》之寝

汗也。”这是王肯堂关于阳虚盗汗之机理，治疗则当以

扶阳为主。

郑钦安曰：“盗汗属阳虚之征，各书具称盗汗为阴

虚者，是言其在夜分也。”其以“阴阳至理”来划分盗

汗，则醒为阳，睡为阴，非寒与热之阴阳，如张景岳曰：

“汗出怕冷为阳虚，汗出怕热为阴虚。”所以不论自汗、

盗汗，甚至乎万病，都有阴虚与阳虚两种不同证候，当

需从整体上辨证。人身阴阳合一，郑氏则以阴阳判乎

万病，其在《医法圆通》中曰：“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

而难于识证；亦不难于识证，而难于识阴阳。”其临证

之时，必“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阳病治阴，阴病治阳”。

握定阴阳实据，从整体上来思考，按照全身情况进行辨

证，故辨证不为错，他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

不可执方，亦不可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

何？阴阳虚实也。”郑氏辨认一切阳虚之实据为“其人

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自汗肢冷，爪甲青，

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

阳抑阴”；辨认一切阴虚之实据为“其人必面目唇口红

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

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

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

阴以破阳”。阴阳是宇宙总规律，是一切事物产生、运

动和变化的根源，造化之道，一阴一阳而已，盗汗之辨

证也应不离阴阳，临证之时，切不可见汗止汗，而是从

阴阳入手，从气机运行层面考虑，方不误人健康。

猿摇 体会
郑钦安扶阳扶的即是人体之生理功能。人体生理

活动的基本规律可概括为阴精（物质）与阳气（功能）

的运动，营养物质（阴）是产生功能活动（阳）的物质基

础，而功能活动（阳）又是营养物质的功能表现。现代

生活中，各种疾病导致生理功能减退，苦寒药中药的滥

用，抗生素的滥用，社会竞争加剧使人们生活紧张等，

这些因素均降低了生理功能［缘］，所以现代社会群体患

病阴症多，扶阳思想应当予以重视，临证之时则务必审

明阴阳，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切不可

以偏概全，而犯虚虚实实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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