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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虚生热”探源

● 王长荣

　　关键词　气虚生热　脾胃论　李东垣　探源

　　气虚怎可生热？从阴阳学说
分析，气属阳，阳虚当生寒，何来之

热？阳虚过盛，阴盛格阳，可见之

真寒假热证，然气虚毕竟不能等同

于阳虚，因气虚之阳不甚亏也，寒

不盛，也不可能出现真寒假热之

象。故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气虚

生热”确难甚解，即有解者，亦仅涉

皮毛而已。至于深入考究，为数甚

少，以致模糊不清，一知半解者甚

众。笔者通过学习，尚有一得，现

提出来供同道参考并祈指正。

“气虚生热”的理论最早渊源

于《内经》，在《素问·调经论》中

就提出劳倦伤脾，脾气虚所生之内

热，金元时代李东垣氏更有发挥，

著《脾胃论》，强调脾胃之气耗伤，

元气不足，可以产生大热，所以我

们现在所说的“气虚生热”实际上

就是指《内经》和《脾胃论》所说的

脾气虚引起之内热。现综文献所

述，结合个人体会，就其产生的原

因作如下分析和归纳：

１　脾虚引起心火亢甚，心
火乘土生大热

　　东垣在《脾胃论》中曰：“脾胃

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又

曰：“脾胃既虚……营血大亏……

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

病名曰……如烦乱犹不能止，少

加黄连以去之……。”脾胃为气血

生化之源，脾胃气虚，营血生化不

足，则心失滋养，或致心脾两亏，或

致心阴不足，心火独亢，有心火独

亢者，治疗时加黄连以清心火。说

明脾胃气虚是引起心火亢盛的原

因之一。

心属火，脾胃属土，心火亢盛

兼脾胃气虚时，心火常乘脾胃之虚

而移热于脾胃，由于脾胃主身之肌

肉，故往往会出现犹如阳明经证的

大热症状，如李东垣所说：“心火亢

甚，乘其脾土曰而热中，脉洪大而

烦闷。”“火乘土位，其脉洪缓，更有

身热，心中不便之证。”（《脾胃

论》）

２　脾胃气虚则肾失滋养，
肾火内生

　　脾胃为后天之本，先天之肾有
赖于脾胃后天之本之滋养。如果

脾胃气虚，滋养不足，则肾阴亏虚，

阴不制阳，致肾火内生。如《脾胃

论》所说：“夫脾胃虚弱……阴阳气

血俱不足，故或热厥而阴虚……。”

《素问·厥论篇》曰：“阴气衰于

下，则为热厥。”热厥就是肾阴虚致

虚热的一种临床表现，而肾阴虚亦

常因脾胃气虚，阴阳气血不足而引

起。肾火既生，有多种表现，除“热

厥”外，还可“显热躁”及出现一系

列虚热的证候；肾火上冲，则变证

蜂起，如东垣所举：“脾证始得……

阴火上冲，则气高而喘，为烦热、为

头痛、为渴、而脉洪。”肾火犯肺，肺

失肃降，则“气高而喘”；肾火犯心，

则“烦”；肾火犯肝，肝阳上亢，则

“头痛”；肾火乘土，脾胃热甚则热

中，而有“热”、“渴”、“脉洪”之象。

这一系列症状的出现皆在脾胃气

虚引起肾火的情况下产生，这在

《脾胃论》中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发挥。

总之，东垣所谓“脾胃虚，则火

邪乘之而生大热”者，是泛指脾胃

气虚导致心火与肾火产生，而心火

与肾火又移热于脾胃，淫于肌肤而

产生了内热而言的。

３　脾胃气虚则升降失常，
伏火内生

　　《素问·调经论》云：“有所劳
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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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

中，故内热。”《脾胃论》亦云：“饮

食劳倦所伤……清气不生，阳道不

行，乃阴血伏火。”脾主升清，胃主

降浊，脾胃因饮食劳伤太过而致

虚，脾胃升降失职，则脾不能升浮

清阳，胃不能降其浊阴，清阳不升

则阳气失于宣散，浊阴不降则郁而

生热，由此，伏火自中焦而生，则烦

热及胸中闷乱等症也随之而起。

此脾胃气虚导致升降失司所致之

热也。

４　脾气虚易感外邪而发热
东垣曰：“脾胃之气下流，使谷

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气不行，则

无阳以护其荣卫，则不任风寒乃生

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

（《脾胃论》）卫主卫外，赖脾胃化

生水谷精气而生，若脾胃之气衰

弱，则元气不足，卫气亦随之而虚，

故无力抵御外邪，所谓“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也。此种人常易感受外

邪，且留恋不除，正虚而邪恋，邪正

争于表则发热，或高或低，时轻时

重，劳则增甚，逸则减轻，此气虚之

所以发热之另一径也。

５　小　结
气虚发热，以文献为据，就是

脾气虚引起的发热。由于脾气虚，

心血、肾精生化乏源，阴分不足，导

致心火亢盛或肾火内生，心肾之火

移热于脾胃，脾主肌肉则生身热，

此气虚发热之一因也。脾胃虚弱，

升降失常，清阳不升，浊阴不降，郁

而生火，此因之二也。脾自虚弱，

卫气生成不足，不能御邪，正虚邪

恋，常易感受外邪而发热，缠绵不

除，此其因之三也。

气虚发热理论的确立对于指

导临床的辨证施治具有重要意义，

东垣立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

阳，佐甘寒益阴泻火之剂，每收药

到病除之效，代表方剂有补中益气

汤、调中益气汤、补脾胃泻阴火升

阳汤等，是值得临床工作者应用和

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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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论脾胃皆交于口而脾为之主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足阳明胃之脉，侠口，下交承浆。（《素问》）侠口属冲任二脉。（《灵枢》）

口属脾胃，大肠脉交口，然毕竟脾经为主。盖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乃运化精液以营养五藏五藏之气，皆统于脾。五藏偏

盛，皆验于口。胃经气血少，则两吻多纹书。（《嵩崖》）

内因　味入于口，藏精脾胃，运化精液，以养五藏。若五味过偏，则五藏之气亦偏，而诸病生焉。（《大全》）凡人晨起
及食后不漱口，每多口齿腐臭，及生疮菌等患。

外候　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脾热则口甘，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胃热则口淡。（《正传》）此脏气偏胜为病
也。亦有谋虑不决，肝移热于胆而口苦者；有脾胃气弱，木乘土位而口酸者；有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而生

疮溃烂者。（《内经》）有热积心胸之间，脾气凝滞不能运化，浊气熏蒸而口臭者，此脏气移热而为病也。（《汇补》）论口

疮赤白之异及午前午后痛者微甚之分。口疮虽由脾热所使然，当分赤白二种。白者肺热；赤者心热；赤白相兼者，心肺俱

热，不独脾家病也。（李惺庵）实热者，色多赤；虚热者色多白。午前痛甚者，实火也；午后痛甚者，虚火也。亦有阴虚火

炎，发为口糜，满咽如白饭者，未可概目为肺热也。（岫云）

脉法　脉浮数为实火，浮大为虚火。（《汇补》）浮数有力按之不减为实，浮大而数按之弱涩为虚，须细辨之为要。
治法　五脏之气皆统于脾，凡七情六欲，五味皆能致病，当因病而求之。（《绳墨》）若服凉剂不愈者，此中焦元气不

足，虚火炎上也，又宜温补。（李惺庵）

用药加减法　肺热口辛，桔梗、山栀、炒芩、桑白皮、天冬、麦冬、沙参，胆热口苦，柴胡、草龙胆、枣仁、茯神、生地、生甘
草。心热口苦，黄连、生地、麦冬、丹皮。肝热口酸，逍遥散。脾虚木乘土位而口酸者，四君子加白芍、柴胡。脾热口甘，白

芍、天花粉、山栀、陈皮、兰草。胃热口淡，青黛。石斛、石膏、竹叶。胃火口臭，竹叶石膏汤。口燥二冬、五味，白芍、生甘

草、人参。肾热口咸，六味加玄参、知母。口糜实热加味逍遥。虚热补中益气。（《嵩崖》膀胱移热，口烂溺涩，导赤散。

中上虚寒胃阳浮上者，理中汤。下焦火炎者，八味丸。（《汇补》）

（摘自《重楼玉钥续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