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疾病要穴，也是临床上治疗痛经的常用穴位之一，揉

按刺激该穴可以活血、行血、补益气血，从而使瘀滞得

通，通则不痛。下腹部与胞宫关系密切，温灸通过艾条

燃烧的热力作用于该部位的关元、中极、子宫等穴位

上，其中关元穴，是任脉、脾、肾、肝四脉交会穴，为人身

元气之根，三焦之气所出之处，有培肾固本、补益元气、

理血暖宫的作用。中极穴可疏经行气、化瘀散寒，且中

极通于胞宫，具有调理冲任，温通胞脉之功，子宫穴为

经外奇穴，具有调经理气，是治疗胞宫疾病的要穴。通

过经络的传导，从而使经络疏通，温内散寒，行气活血，

使胞宫中滞留的瘀血消散，气机通畅，气血运行恢复正

常，达到“通则不痛”的目的［１４－１５］。本方法仅为验证按

揉特定穴位加温灸止痛效果，一般而言，经按揉太冲、

三阴交穴位加温灸法治疗原发性痛经，对患者疼痛症

状的缓解效果要优于对照组，对于其远期疗效未作系

统观察。研究表明，按揉太冲、三阴交加温灸法，不失

为临床缓解原发性痛经的一种效果确切的非药物治疗

手段，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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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正如叶天士在《临床指南医案》中指出：“六

气伤人，因人而化。阴虚者火旺，邪归营分为多；阳虚

者湿胜，邪伤气分为多。”外感六淫之邪，就是这样随

着个体体质所偏而倾斜转化。其所形成病证，既可从

阳而化，如温病卫气营血之传变；亦可从阴而化，如伤

寒六经之传变；甚至半阴半阳，如湿温病三焦之传变。

但也有不少正强邪弱之人，自始至终没有变化，如体质

平和者。只有正气虚弱之人，适逢某些特异致病因素，

才会出现“六淫皆从火化”。

体质系个体生命过程中，由先天禀赋与后天充养

所获得的有机整体。因此，先天所赋的个体阴阳性态

与生理特征等烙印，通常是不可逆的，即使一时之变，

仅是表象之变，本质难变；而由后天所化生的气血津液

较容易发生演变，并且才具有可变性与可调性。所以

在外感病程之中，体质与六淫的从化关系，往往表现在

寒热虚实之证；而寒热虚实之证，多由阴阳失调与邪正

盛衰所呈的病理变化。寒热虚实错杂的变化，常常取

决于气血津液的不同状态；而气血津液的紊乱失调，无

不与脏腑阴阳的盛衰息息相关；而阴阳状态的平衡，才

是人体健康的标志。阴阳不但贯穿整个外感病的全

程，而且决定邪正盛衰的一切病理变化［１５］。诚如《黄

帝内经》所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人生有形，不
离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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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试谈外感病中体质与六淫的从化关系

陈　滨　柱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人民医院，潮安，５１５６９９）

摘要　在外感病中，由于人的体质与六淫的性质都具有阴阳不同的两种属性，故当六淫邪气侵袭肌体之后，邪正博弈，病理性质
往往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临床有３种从化类型：１）邪从质化；２）质从邪化（只在某一特定阶段）；３）质邪从化。而质邪从化也有３
种基本证型：１）质异邪异证相异；２）质异邪同证亦异；３）质近邪同证相似。
关键词　外感病；体质；六淫；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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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感疾病是一类四时可患、老幼皆罹的常见病、多
发病，它包括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对其病

因的认识，从古代的气象因素扩展到现代的理化因素，

从理化因素又渐进到当今的生物免疫因素，这无疑是

一大飞跃，但终究离不开“气”的范畴，即“六淫邪气”。

所谓“六淫”，除了六气之太过外，也泛指存在于大自

然的空气、地面、水源以至所有物体中的各类病原微生

物，是一种眼所难见，体所难察的超微气体，亦即明代

医家吴又可所称“戾气”之类。这些邪气于自然界中

既可单质存在，单一伤人，如疟邪、疫疠邪气；也可合邪

存在，合邪伤人，如风寒、风湿邪气［１］。但进入人体后，

由于邪气毒性和人体体质的相互作用，内外合邪，邪正

博弈，而转化为各种致病邪气，如风邪入里常可转为风

寒或风热等病邪。

中医学认为，体质系指禀受于先天、定型于后天的

个体，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上具有相对稳定

的特性。由于这种固有的特性，贯穿于每一个体在生

长壮老的生命过程之中，所以不同个体体质在发病之

前就已经存在某种不同体质状态，这就是形成某些类

型疾病的发病基础和从化的背景。《灵枢·寿夭刚柔

篇》曰：“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

阴有阳。”正是由于个体体质有阴有阳，体质的特殊性

往往决定对某种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某些疾病的倾向

性［２］。在外感病之中，六淫所发生疾病类型无不与个

体体质息息相关，如阳盛阴虚之体易感阳邪而成为温

热之病；阴盛阳虚之人易伤阴邪而成为寒湿之病。这

种体质因素与邪气性质相应的特点，谓之“同气相应

（或相求）”。在中医学中，病情性质顺从不同的个体

体质而变化者，称之为“从化”。六淫之邪其所以能够

侵袭人体，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被这种具有特异性的

病原体所感染，并表现出特定的症候群。由于人的体

质与六淫的性质都具有阴阳不同的两种属性，故邪正

抗争所形成的证候类型亦当有异。临床常见有三种类

型。

１　邪从质化
因为人的体质大致都有偏阳与偏阴的不同属性，

所以当不同性质的邪气进入了人体之后，大都被从化

为与体质同性的各种相应病邪［３］。风邪，在偏阳质之

人中多从化为风热病邪，临床每见风温病证，在偏阴质

之体中，多从化为风寒湿病邪，临床每见风寒湿病证；

暑邪，在偏阳质之人中，多从化为暑热病邪，临床每见

暑温病证，在偏阴质之体中，多从化为暑湿病邪，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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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见阴暑病证；湿邪，在偏阳质之人中多从化为湿热病

邪，临床每见湿温病证，在偏阴质之体中，多从化为寒

湿病邪，临床每见寒湿病证；燥邪，在偏阳质之体，多从

化为燥热病邪，临床每见温燥病证，在偏阴质之体中，

多从化为寒燥病邪，临床每见凉燥病证；寒邪，在偏阳

质之人中，多从化为寒包火之邪，临床每见表寒里热病

证，在偏阴质之体中，多从化为风寒病邪，临床每见伤

寒病证。疠气，在偏阳质之人中，多从化为火毒病邪，

临床每见温疫病证，在偏阴质之体中，多从化为秽毒病

邪，临床每见寒疫病证。正如章虚谷在《外感温热篇》

注中所曰：“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

身之阴阳强弱变化为病。”也就是说，体质因素基本决

定病邪的性质和证候类型［４］。如阳盛之躯不论所感之

邪或阴或阳，常可从阳而化为热证；阴盛之体不论所伤

之邪属阴属阳，每多从阴而化为寒证。并且阳盛则易

感阳之邪，阴邪伤之亦热化；阴盛则易感阴之邪，阳邪

袭之亦寒化。

２　质从邪化
通常体质既是相对稳定的，但有时又是动态可变

的。如在外感病程中，由于疫疠流行，骤感暴戾，邪气

亢盛，或病毒殊异，强烈的致病因素可以在正不胜邪的

短时之内，迅速改变某些个体的体质状态，起初常致机

体的寒热虚实与气血津液等状态发生转化，最终才逐

渐改变体质的阴阳属性。在临床之中，最常见有以下

３种类型：１）邪亢则从火化，不论何质何邪均可从阳化
火，如疫疠毒气之病皆属此类［５］。早在晋唐时代《外台

秘要》就引录《小品方》说：“天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至

金元医家刘河间也认为：“阴毒、阳毒，皆为阳热亢极之

症。”故之所论：“六淫皆从火化。”２）伏邪化温，逾时而
发，即晋代王叔和引申《内经》伏寒化温说，认为“冬寒

内伏，至春夏发为温病、暑病［６］”。３）邪郁则可化热、
化火，耗伤气阴，犹伤寒少阴热化之证，是寒邪入里郁

而化热，致阴虚火旺者［７］；温病湿热之证亦然，湿热久

郁，化燥入血伤精之证，或瘥复期气液两虚之证［８］。因

此，质从邪化的病理转变，只在某一特定阶段才较显

现，如暴病伤元、阳气剧脱、阳损及阴之时，或邪热久

羁、真阴耗竭、阴损及阳之候，甚至邪盛正衰、正不敌

邪、阴阳离决之倾，方见阴阳气血盛衰之更变［９］。

３　质邪从化
因为个体体质常有偏阳质的与偏阴质之异，而六

淫之邪也有阴阳之属。故邪正若在势均力敌之下相

逢，两者的从化之后，常可导致病证的转化，而病证的

转化必然会引起病性的改变［１０］。因此在外感病质邪

从化，寒热错杂之证中，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３种基本

证型。

３１　质异邪异证相异　不同质的个体，对于不同质的
病邪都具有其易感性和多发性，并且表现出不同性质

的证候类型［１１］。一般来说，质邪俱同证加深，质邪相

异证相化。阳盛阴虚者，若感之风、燥之邪，大多从化

为风热或温燥之证；若伤之寒、湿之邪，则常可从化为

寒包火或湿热之证。而阴盛阳虚者，若感之风、燥之

邪，大多从化为风寒或凉燥之证；若伤之寒、湿之邪，则

常可从化为伤寒或寒湿之证。然而，阴虚阳盛者，感之

寒湿之邪，或寒湿之体，伤之温热之邪，则多酿成水火

相搏，胶着难解之湿热病理状态。此即明代医家汪廷

珍所称：“半阴半阳”“黏腻淹滞”之证。所以体质的差

异与发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伤寒与温病其实也就是不

同体质类型对于不同病邪所作出的不同反应而已［１２］。

３２　质异邪同证亦异　而相同的病邪，对于不同的个
体，也可以表现出不同性质的证候类型［１３］。感于湿热

之邪，阳盛之体则易热化而形成热重于湿之胃湿证；阴

盛之人则易寒化而形成湿重于热之脾湿证。正如叶天

士《温热论》所指出：“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

之体，脾湿亦不少。”《医宗金鉴·卷三十六》又说：“人

感受邪气虽一，因其形脏不同，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

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这里的“形脏”，即指

体质因素而言。也就是说，感邪虽同，但由于体质阴阳

虚实之不同，故出现的证候也可以是错综复杂的。又如

湿热之证，既有三焦之别，又有热重湿轻、湿重热轻和湿

热并重之不同；寒湿之证，也有表里不同，三阴之异。

３３　质近邪同证相似　若所感之邪相同，体质类型相
近者，则临床所表现的证候也相似［１４］。属偏阳质者，

同伤于暑，均可见到暑温的证候；属偏阴质者，同伤于

暑，亦均可见到暑湿的证候。但因其正气的强弱，往往

决定发病与否，而证候之轻重及传变之趋势，则决定于

体质的阴阳盛衰。表证的发热与否，决定于卫气的强

弱；气分证的发热与否，则决定于胃阳的盛衰。

４　小结
在外感病之中，由于不同性质的邪气进入不同体

质的个体，在某种条件影响之下，可以转化为不同性质

的病邪，而不同病邪之致病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病症，不

同的病症则分属于不同的证型。一般来说，病邪是致

病的重要因素，病证是病因与病机综合反映的结果，病

类则是不同病性的归属。由于体质是形成证的重要基

础，故证常为体质状态所转变。因此证不是固定不变

的，可以伴随病情的改变而转化；所以体质不但影响到

疾病的发生，而且决定着所发生疾病的性质以及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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