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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汗证”的辨证

● 柴瑞震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伤寒论》中“汗证”的分析研究，整理归纳出了汗证中有汗出证、无汗证、多汗
证、少汗证与汗解证五大类，在五类汗证中，共计汗证种别有４８种之多，涉及条文９０多个。由此说明，
任何一个症状，在辨证论治中都有它的多面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同一个症状出现在不同的疾病中，有其

不同的表现方式，而这一表现方式，正是形成这个症状时所存在的病因、病机演变的差异，从而提示我们

在临床辨证论治时，应对病人的每一个细节引起重视。

　　关键词　《伤寒论》　汗证　辨证

　　《伤寒论》作为祖国医学四大
经典之一，是一部最为切合临床实

践，并且能最为有效地指导临床辨

证论治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

著，其精密而逻辑的辨证思维与方

式，是本书特点之一，本文兹以“汗

证”的辨证情况分析、归纳列述于

下。论中关于汗证辨证的论述约

有９０多个条文，所述不同类型的
汗证有５０多种。笔者将其大致归
纳为：汗出证、无汗证、多汗证、少

汗证与汗解证五个类别。

１　汗出证
汗出证主要是指人体因病邪

的作用，而导致非正常出汗的汗

证，其中，也包括用药物调理后的

人为的汗出证。

１１　自汗出　自汗出是指内乱不
和，津难安守，迫不得已而自出，如

国乱家祸，人不得已而外逃，其因

多为邪热内盛，或气虚卫弱，不能

固护而致。《伤寒论》中著有“自

汗出”三个字的计有九个条文。第

６条云：“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
自汗出。”是对温病而又误用辛温

发汗法，以致邪热充斥表里，迫津

外泄，而自汗出的辨证。第２９条：
“伤寒，脉浮，自汗出。”是对阴阳两

虚者外感后，表虚不能摄津，而自

汗出的辨证。第５４条：“病人藏无
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

是对卫气不和，不能卫外固表，而

自汗出的辨证。第 １０９条：“自汗
出，小便利。”是对肝乘肺者针刺后

邪随汗去，而自汗出的辨证。第

１２０条：“今自汗出，反不恶寒、发
热。”是对表病误吐，脾胃被伤，腠

理不密，而自汗出的辨证。第１８３
条：“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

热。”、第２０３条：“阳明病，本自汗
出。”、第２１９条：“若自汗出者，白
虎汤主之。”、第２３３条：“阳明病，
自汗出。”等条，都是对热盛阳明，

迫津外泄，而自汗出的辨证。

１２　汗自出　汗自出与自汗出似
同而有异，汗自出是指腠理本就开

疏，表气原无遮挡，以致汗液乘机

而外出，犹如水无约束而四溢。汗

自出的条文计有二条。第 １２条：
“太阳中风，……汗自出。”是对外

邪犯表，卫外不固，营不内守，而汗

自出的辨证。第１８２条：“身热，汗
自出。”是对里热太盛，腠理开泄，

而汗自出的辨证。

１３　病常自汗出　见于第５３条，
本条常自汗出是对平素营卫失调，

阴平阳秘失司，以致常自汗出的辨

证。

１４　汗出運運然　運（音 ｊｉ），形
容汗出连绵不断的样子和状态，其

意有二，一是“和也”，和缓之意；二

是“疾”貌，急促之意。第１８５条：
“而反汗出運運然者”，是外邪热转

阳明，热迫津液急疾外泄，而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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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運然的辨证。

１５　手足運然汗出　见于两个条
文，第２０８条：“手足運然汗出者，
此大便已

$

也。”是对里热炽盛阳

明，脾胃津液为之所迫（脾主四

肢），而见運然汗出于手足，以知大

便已
$

的辨证。第 １９１条：“手足
運然汗出”，是对中焦寒湿内盛，脾

阳式微，不能外固，致水湿外溢于

手足而運然汗出，欲作痼瘕的辨

证。

１６　運然微汗出　见于第 １８８
条：“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運然微

汗出。”是对伤寒初转阳明，里热方

盛未艾，是津液少量而连绵不断外

溢的辨证。此運然之汗，是缓和而

出，如水之流，非前数条之疾急而

出也。

１７　
!!

汗出　
%

，如小雨之不

辍，借以形容汗出的状态。见第

１５２条：“其人
%%

汗出，发作有

时。”是对水饮内停而外渗，且发作

有时，治宜十枣汤的辨证。第２２０
条：“手足

%%

汗出”，是对二阳并

病中，太阳病已罢，阳明里热已经

炽盛，将成燥实内结，大便
$

的辨

证。而第 １２条桂枝汤服法要求
“遍身

%%

微似有汗者益佳”，则是

对服用桂枝汤后，应达到汗出病解

的一种最佳境界的辨证。

１８　发热汗出　发热汗出是指汗
出之时，伴有发热症。《伤寒论》中

述发热汗出者有五个条文。第 ２
条与第９５条之“发热汗出”，是对
太阳病中风证中，营弱卫强，须用

桂枝汤治疗的辨证。第 ２２１条是
对阳明里热太盛，迫津外泄，特点

是不恶寒，反恶热的辨证。第２３６
条是对阳明病，热势向外宣达，不

至于出现发黄的辨证。第 ２４４条
则是对病在太阳，还是病在阳明，

以发热汗出伴不伴恶寒为鉴别要

点的辨证。

１９　吐利汗出　即汗出之时，伴
有上吐下利证。本证见于第 ３８８
条，是对霍乱病吐利证，阳伤不敛，

腠理不固，津液外脱，将发生阴阳

离绝，须急用四逆汤来救治的辨

证。

１１０　恶寒汗出　既汗出之际，伴
有恶寒。本证见于第１５５条，是对
阳虚不能温煦肌表，固密腠理的辨

证。

１１１　汗出不恶寒　既汗出之际，
不伴恶寒证，与第１５５条之恶寒汗
出截然相反。本证见于两个条文，

第１５２条是对表已解（不恶寒），而
里未和，因水饮辟积，须用十枣汤

涤逐水饮的辨证。第 ２０８条是对
阳明里热炽盛，腑气壅滞，大便

$

，

需用攻下的辨证。

１１２　汗出恶风　即汗出之时，伴
有怕风的症状。本证见于两个条

文，第１３条是对中风表虚证的辨
证。第３８条是对表里俱虚，禁用
峻汗剂的辨证。

１１３　汗出而喘　即汗出时，伴有
喘证。见于第 ６３条与第 １６２条，
６３条是因于汗后，而１６２条是因于
下后，这两条都是对邪热迫肺，肺

卫开疏而肺气上逆，当用麻杏甘石

汤清宣肺热的辨证。

１１４　喘而汗出　即是在喘息时，
伴见汗出，与汗出而喘似同而实

异。本证见于第 ３４条，是对热邪
盛于胃肠而致下利，又复上迫于

肺，使肺卫开疏，肺气上逆，须以葛

根黄芩黄连汤，以清泄胃肠的辨

证。

１１５　汗出短气　即汗出时，伴短
气证。本证见于第１７５条，是对风
湿抟于筋骨之间，阳微不固，筋骨

失于温润而成风湿痹的辨证。

１１６　汗出谵语　即汗出时，伴有
语言错乱。本证见于第２１７条，是
对表虚而兼阳明里实，当否用下，

何时用下的辨证。

１１７　汗出不烦　本证见于第３００
条，是对病入三阴，阳虚欲脱的辨

证，关键在于汗出而不烦，且脉微

细沉，但欲卧。

１１８　汗出不彻　即俗云汗未出
透。本证见于第 ４８条和第 １８５
条。第 ４８条是对表证因汗出不
透，或兼转阳明成二阳并病，或病

仍居太阳，两种转归的辨证。第

１８５条是对发汗不彻，病转阳明，
应从阳明论治的辨证。

１１９　汗出而厥　是指汗出时，手
足厥冷同见。本证见于第 ３７０条
和第３９０条。第 ３７０条：“里寒外
热，汗出而厥。”是对阴盛格阳，阳

随汗亡病情变化的辨证。第 ３９０
条：“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是

对阳亡欲脱，津难自固证的辨证。

１２０　汗出不止　即津液不停的
外出。本证见于第３４６条，也是对
阳虚不固，阳随汗亡证的辨证。

１２１　遂漏不止　本证见于第２０
条，是对应发汗的太阳表病，因运

用汗法不当，发汗太过，损伤卫阳

之气，表失固封，致阳虚汗漏的辨

证。

１２２　汗从腰以下不得汗　即腰
半以上有汗而腰半以下无汗证。

见于第 １１０条，这是对表病误治
后，邪陷化热，热盛于上，迫津上泄

的变证的辨证。

１２３　额上生汗　即仅有额部出
汗的证候。在第 ２１９条中是对无
形邪热误用下法后，引起阴竭于

下，阳越于上变证的辨证。

１２４　额上微汗出　与额上生汗
相似。在第２００条中，是对阳明病
误用火法后，引起火热相合，两阳

相熏灼，以使津液上越的辨证。

１２５　但头汗出，余处无汗，剂颈
而还　见于第 １１１条、第 １３４条、
第 ２１６条、第 ２２８条、第 ２３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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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１条是对太阳中风证，用火劫
发汗后，使两阳相熏灼，津血大量

被耗，只剩余津随热上蒸情况的辨

证。第１３４条和第２３６条，都是对
湿热纠缠于里，郁蒸熏灼不能宣泄

于外，而势欲发黄的辨证，不过１３４
条是言误下未成结胸者，２３６条是
言阳明病瘀热在里者，二者稍有区

别。第２１６条是对阳明病之热入
血室，血热郁蒸于上的辨证。第

２２８条是对阳明病误下后，余热留
扰胸膈，向上蒸腾病情的辨证。

１２６　微盗汗出，必盗汗出　盗汗
者，入睡则出汗，醒则汗止，多指阴

虚之汗，但在《伤寒论》中，则非如

此。第１３４条：“太阳病，……微盗
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是

对阳热入里，里热外蒸，表气不固

而见盗汗的辨证。第 ２０１条：“阳
明病，……必盗汗出。”是对阳明热

盛于里，迫阴外越而必盗汗的辨

证。

１２７　反汗出恶风　不当汗出而
汗出曰反，汗出同时又伴恶风。见

于第１４条，这是对太阳中风复兼
太阳经输不利而致项背强 的

辨证。

１２８　伤寒汗出　见于第７３条、
第 １５７条和第 １６１条，指患伤寒
后，汗法运用不当，以致中气被伤，

邪气乘虚内陷，形成痞证的辨证。

１２９　续自微汗出　见于第 ４８
条，这是对太阳病因汗出彻，邪气

乘虚入里化热，迫津外泄而成阳明

病的辨证。续自微汗出，即接着被

发之汗出而连续汗出。

１３０　反汗出　反汗出，是指不应
汗出而汗出之证。本证见于第２８３
条和第３３４条两条，第２８３条：“反
汗出者，亡阳也。”是对少阳虚寒，

虚阳随汗外亡的辨证，结果会出现

亡阳。第３３４条：“而反汗出，咽中
痛。”则是对厥阴病，阳复太过，迫

津外泄的辨证，结果会致咽中痛。

１３１　呕而汗出　即在呕时，伴随
汗出。本证见于第 ３２５条：“少阴
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是对

少阴病阳虚不固，津液外溢的辨

证。

１３２　但头汗出　与前之“但头汗
出，余处无汗，剂颈而还。”相似，且

未言余处无汗，剂颈而还，说明尚

有不同，此证当是以头汗出为明

显，但并非余处无汗。本证见于第

１４７条和第１４８条两条，第１４７条：
“但头汗出，往来寒热。”是对少阳

病兼有水饮内结，因枢机不利，阳

气内郁，不能宣达周身，反而蒸腾

于上病情的辨证。第 １４８条：“伤
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是对

“阳微结”病阳蒸于上的辨证。

２　无汗证
无汗证是指因病而致无汗出，

或病当汗出而反无汗者，其中有以

下几种情况：

２１　无汗　《伤寒论》中讨论无汗
证的有８个条文。其中第 ４６条：
“脉浮紧，无汗。”、第４７条：“脉浮
紧，发热，身无汗。”、第３１条“项背
强 ，无汗。”等，都是对风寒外

束肌表之伤寒表实证，应当峻剂发

汗的辨证。第 ２８条：“仍头项强
痛，翕翕发热，无汗。”是对水气内

停，太阳经气不利的辨证。第１７０
条：“发热无汗”是对阳明热盛而兼

太阳表证不解，当如何治疗的辨

证。第１９９条：“无汗，小便不利。”
是对阳明湿热郁蒸，邪气不得泄

越，身必发黄的辨证。第 １９６条：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是对久

虚之人，气阴两亏而兼阳明病出现

身痒的辨证。第２９４条：“少阴病，
但厥，无汗。”是对少阴肾阳虚衰，

阴血素亏的辨证。

２２　发热汗不出　见于第１６条：

“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

是对伤寒表实证，不可用桂枝汤的

辨证。

２３　无汗而喘　见于第 ３５条与
第２３５条，这两条都是对伤寒表实
证，表束不宣，肺气郁逆病情的辨

证。无汗，正是导致喘的原因。

２４　不汗出而烦躁者　本证见于
第３８条，是对风寒外束表气郁闭，
邪热内郁不得外泄的辨证。若汗

出则热泄，烦躁则已。

２５　反无汗而小便利　本证见于
第１９７条，是对阳明中寒，水气不
得宣化的辨证。有汗则水得宣化，

病可即愈。

３　大汗、多汗证
３１　大汗出　《伤寒论》中论述大
汗出的条文计有７个。第２５条和
第２６条二条是对服桂枝汤不如
法，而致大汗出变证的辨证；第７１
条是对大发汗后，胃中津伤如何治

疗的辨证，以上皆药汗之所为。第

１１０条是对太阳病误用火熨，而致
大汗的辨证。第３５３条、第３５４条
及第３８９条是对阳虚阴盛，阳从大
汗而亡的辨证。

３２　汗多　汗出多。《伤寒论》中
有６个条文论及此证。第２１３条、
第２４５条和第２５３条之汗多，都是
对阳明里热蒸腾，迫津大量外泄而

成腑实须下的辨证，汗不多则便不

$

，何可攻下。第２２４条是对里热
迫津外泄，以致小便少，而成阴虚

内热之猪苓汤的辨证。第 ２０８条
和第２３４条则是对太阳表证未罢，
又因汗多而便

$

以成阳明里实证

的辨证，若表不解则不可攻下。

４　汗少证
《伤寒论》中论述汗少者，仅有

一条即第２４５条，曰：“脉阳微而汗
出少者，为自和也。”是对正邪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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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正胜邪却，阴阳自和而汗

出少的辨证，此汗乃向愈之汗。

５　汗解证
汗解证指因汗出而病去或未

去者。

５１　发热汗出而解　见于第１０１
条和第 １４９条二条。第 １０１条：
“必蒸蒸而振，却复发热汗出而

解。”及第１４９条：“必蒸蒸而振，却
发热汗出而解。”都是对少阳病服

用柴胡汤后，正气得到药力相助，

奋起抗邪，正胜邪退，汗出而病解

的辨证。

５２　必先振眎汗出而解　见于第
９４条：“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
必先振眎汗出而解。”是对正气振

复后驱邪外出，而病解的辨证。

５３　運然汗出而解　见于第２３０
条：“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

和，身運然汗出而解。”是对少阳病

未罢，阳明病已成，此时治疗应以

小柴胡宣达三焦气机，药后正气得

药力相助，邪气借運然汗出而去的

辨证，若先治阳明必致偾事。

５４　自汗出愈　见于第４９条，这
是对里虚之人应补不足、益气血，

使气血充沛、津液自和，便可快然

汗出而解，此自汗是正复邪却的信

息。

５５　郁冒汗出而解　见于第３６６
条，是对病在厥阴，虚阳被阴寒郁

遏，阳气振复与阴寒相争则郁冒，

正胜邪却则汗出而病解的辨证。

５６　冒家汗出自愈　见于第 ９３
条，此“冒”不同于第３６６条之冒，
本条是对太阳病汗下失序而致正

虚邪留，上蒙清阳，以致头目眩冒，

如物所蒙。若得汗出，则是正气恢

复，阴阳和合，病即向愈的辨证。

５７　微热汗出，今自愈　见于第
３６１条：“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
今自愈。”这是对虚寒下利者，正复

邪却的一种预见性的辨证。

５８　汗出不解　见于第１６５条，

这是对表虽解而里未和，病入少

阳，复兼阳明里实的辨证。

综上所述，从以上汗证来看，

有汗出证、有无汗证、有大汗和多

汗证、有汗少证，还有汗解、汗不解

证。就以汗出证来看，汗出的方式

又各有不同：有自汗出者、有汗自

出者、有運運之汗、有
%%

之汗、有

微汗、有微盗汗、有额汗、有头汗、

有汗漏不止、有大汗、有少汗；另

外，汗出之时，还有诸多不同伴兼

证，如有汗出而喘、有汗出恶寒、有

发热汗出、有呕而汗出等。由此可

见，张仲景对“汗证”之辨证，有多

么详细与缜密，这对临床实践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给后世

医学发展开拓了极其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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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名言　

　　?甚哉！医之道大而深也。盖医系人之生死。凡治
一症，构一方，用一药，在立法著书者，非要于至精至当，

则遗误后世，被其害者必多；在读书用法者，非审乎至精

至当，则冒昧从事，被其害者更多。

———清·沈金鳌《沈氏尊生书·自序》

?有实证而脉反微弱似虚者，以其邪气壅遏也；有虚
证而脉反强旺似实者，以其元气发露也。

———清·章虚谷《医门棒喝·望闻问切》

?气有余便是火。
———元·朱丹溪《丹溪心法·火门》

?气不足便是寒。
———明·张景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热略》

?治先天之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治后天之根本，则
有饮食劳倦之分。

———明·李中梓《医宗必读》

?治湿病之里，以利小水为第一义；治湿病之表，以

取微汗为第一义。

———清·程杏轩《医述·卷五》引魏荔彤语

?凡临证治病，不必论其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
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以调营卫精血之气；亦不必论其

有火证无火证，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温，以培

命门脾胃之气。

———明·张景岳《景岳全书·传忠录·论治篇》

?夫药无次序，如兵无纪律，虽有勇将，适以勇而债
事。又如理丝，缓则可清其绪，急则愈坚其结矣。

———金·李东垣《珍珠囊指掌·用药须知》

?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
服，参、芪、鹿茸、枸杞皆是砒霜。

———清·郑钦安《医法圆通·用药弊端说》

?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治黄需解毒，毒解黄易
除；治黄要治痰，痰化黄易散。

———现代·关幼波《关幼波临床经验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