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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张锡纯对白虎汤的变通应用来认识张锡纯对病机复杂及疾病不同阶段善于抓住主要病机，施以相应的治法，以法统
方，突出中医的辨证论治特色，给后人临床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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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杰出医家张锡纯先生（１８６０—１９３３），学验俱
丰，颇有建树，为中医学一代大家［１］。其著作《医学衷

中参西录》，治学严谨，遵循古训，敢于创新。受现代医

学影响，张锡纯对疾病和方药的认识每有新意。白虎

汤源于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本方在《伤寒论》

是用以治阳明热证的主方，在温病学范围是用治气分

热证的代表方，两类疾病均属里热证。本方由石膏、知

母、炙甘草、粳米４味药物所组成，其功效主要是清热
泻火、除烦生津。后世以本方为主，在“同病异治”“异

病同治”的原则下，不断扩大白虎汤证适用范围［２］。兹

撷取张锡纯对白虎汤在临床上的变通运用阐述如下。

１　因脉象而变通
白虎汤方散见于《伤寒论》。一在太阳篇，治脉浮

滑；一在阳明篇，治三阳合病自汗出者；一在厥阴篇，治

脉滑而厥。太阳、厥阴篇皆言其脉，而阳明篇未尝言其

脉象如何，然以太阳篇治脉滑，厥阴篇之滑而厥比例以

适其脉当洪滑无疑。凡里有燥热，大伤津液，诊其脉洪

或滑数，人汗出、烦渴、口舌干燥或舌有芒刺，无表症

者，为本方适应症。许多热性病，常见此脉症。辨证确

实，用无不效［３］。夏怡等［４］通过大鼠发热模型对白虎

汤的退热作用进行药效学观察证实白虎汤有显著退热

作用。白虎汤证之脉象既不同，至用白虎汤时则不妨

因脉象之各异而稍为变通。是以其脉果为洪滑也，知

系阳明腑实。投以大剂白虎汤原方，其病必立愈。临

床上常用其治疗恶性疾病发热、急性感染性疾病（如流

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肺炎）以及糖尿病等

症［５］。其脉为浮滑也，知其病犹连表，于方中加薄荷一

钱或加连翘、蝉蜕各一钱。服后须臾即可由汗解而愈。

其脉为滑而厥也，可用白茅根煮汤以之煎药，服后须臾

厥回，其病亦遂愈。至白虎加人参汤两见于《伤寒

论》。一在太阳上篇，当发汗之后。一在太阳下篇，当

吐下之后。论其脉，但言洪大，而未言滑。洪大而不

滑，其伤阴分可知也。至太阳下篇，未尝言脉，其脉与

上篇同又可知也。于斯加人参于大队寒润之中，能济

肾中真阴上升，协同白虎汤以化燥热，即以生津止渴，

渴解热消，其病自愈矣。

２　因个体而变通
伤寒法，白虎汤用于汗吐下后，当加人参。张锡纯

推广变通用之。自谓临证以来，遇阳明热炽，而其人素

有内伤，或元气素弱，其脉或虚数，或细数者，皆投以白

虎加人参汤。实验既久，知以生山药代粳米，则其方愈

稳妥，见效亦愈速。又论其人或年过五旬，或气血素

亏，或劳心劳力过度，或阳明腑热虽实而脉象无力，或

脉搏过数，或脉虽有力而不数，仍无滑象，又其脉或结

代者，用白虎汤时皆宜加人参。至于妇人产后患寒温

者，果系阳明胃腑热实，亦可治以白虎汤，无论其脉象

何如，用时皆宜加人参。张氏认为白虎汤证在体质虚

弱、身体劳损、年老体衰、妇人产后等有虚损状态时均

宜加入人参。其临床应用与现代研究非常吻合。对个

体机能衰退、免疫力低下出现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热，于

国东等运用白虎加人参汤加味治疗下呼吸道多重耐药

菌感染患者能有效控制发热症状，能减轻感染引起的

炎症反应［６］。研究表明白虎加人参汤具有解热、降低

血糖、增强免疫、保护心肌、抗炎抑敏作用。该方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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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肿瘤科、妇科、皮肤科等疾病的治疗方面取得了较

好疗效。特别对肿瘤和不同病因所致的发热、糖尿病

及其糖尿病并发症、多种皮肤炎性疾病等具有显著的

作用［７］。

３　因主病而变通
产后温病乃产后阴虚生内热，略为外感拘束而即

成温病也。宜治以白虎加人参汤，更少为变通之，既玄

参代知母、生山药代粳米也。以玄参代知母者，因玄参

《本经》原谓其治产乳余疾也。以生山药代粳米者，因

山药之甘温既能代粳米和胃而其所含多量之蛋白质更

能补益产后之肾虚也。如此变通其方虽在产后用之可

毫无妨碍。又论在女子有因外感之热内迫，致下血不

止者，亦可重用白虎加人参汤治之。治下痢，或赤、或

白、或赤白参半、下重腹痛，周身发热，服凉药而热不

休，脉象确有实热者，用通变白虎加人参汤以芍药代知

母、山药代粳米也。张氏变通运用白虎汤方拓展到女

子崩漏、下痢等病。李登岭等通过对文献、验案整理归

纳认为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的临床运用，不必拘泥为

必见四大症，而是只要见到主要症状，且有“热结于里

而里实未成”的病机，便可使用。其主治范围也不要受

阳明病的局限，应摒弃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证和阳明

病的对等关系，这样就能够拓展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

的主治范围［８］。

４　因传变而变通
伤寒温病，邪传胃腑，燥渴身热，白虎证俱。其人

胃气上逆，心下满闷者，治用镇逆白虎汤。因其人胃气

上逆，心下胀满，粳米、甘草不可复用而以半夏、竹茹代

之。取二药之降逆以参赞石膏知母成也。《伤寒论》

白虎汤为阳明腑病之药，而兼治阳明经病。张锡纯据

此变方仙露汤为阳明经病兼阳明腑病之药。于白虎汤

方中以玄参之甘寒易知母之苦寒，又去甘草少加连翘，

欲其轻清之性，善走经络，以解阳明在经之热也。张氏

对白虎汤证传变他症及内伤杂病均变通运用白虎汤

方，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张学林等在总结白虎汤

运用时指出其用于治疗阳明表里俱热、热邪郁遏于里

或三阳合病、邪热偏重于阳明的证治，经后世逐渐发展

和完善，广泛应用于外感温病及内伤杂病的治疗［９］。

５　验案２则
某妇，产后数日，恶露已尽，至七八日，忽又下血。

延医服药，二十余日不止，其脉洪滑有力，心中热而且

渴。疑其夹杂外感，询之身不觉热，舌上无苔，色似微

白，又疑其血热妄行，投以凉血止血之药，血不止而热

渴亦如故。因思此证实夹杂外感无疑，遂改用白虎加

人参汤，方中生石膏重用３两，更以生山药代粳米，煎
汤３盅，分３次温饮下，热渴遂愈，血亦见止，又改用凉
血兼止血之药而愈。

奉天小南关某患者年四十许。始则发热懒食，继

则咳嗽吐痰腥臭，医治３个月，寝至不能起床。脉象滑
实，右脉尤甚（伏邪之热，亦如寒温之脉，多右盛于

左），舌有黄苔，大便数日一行。知系伏气为病，投以大

剂白虎汤，以生山药代粳米，又加利痰解毒之品，３剂
后病愈强半。又即其方加减，服至十余剂全愈。

６　现代临床应用
某女，患化脓性乳腺炎３天，局部切开引流术后，

高热不退，使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后，仍高热，口渴，

汗出，舌红苔黄，脉数而无力，符合张锡纯先生通变白

虎加人参汤证治。石膏６０ｇ，白芍１８ｇ，山药１２ｇ，党
参１０ｇ，炙甘草６ｇ。用药１剂后热减，再投３剂后热
消，诸症即退后出院。

张锡纯先生对病机复杂，不同阶段，临床表现各异

的疾病，抓住其主要病机，使以相应的治法，张锡纯指

出：“尝细验天地之变化，恒数十年而一变……为医者

当随变化之转移而时时与之消息，不可拘泥成方不知

变通也。”张氏制方，本于经典，源于实践，方求精简，量

大效宏；而于药性、药效的研究，躬身实践，亲尝屡试，

多有发挥［１０］。“通变”经方，以法统方，突出中医的辨

证论治特色，其效若桴鼓，给后人临床极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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