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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浩军从六经辨治自汗病经验浅析※

● 林舒婷 1 郑 祎 1 指导：章浩军 2▲

摘 要 章浩军教授运用六经辨治自汗病收效斐然。本文从自汗病之病理机制、辨证论治等方

面总结章师从六经辨治自汗病经验，并举典型病案为例，以期为临床治疗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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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汗病是指在排除正常机体机能表现后，出现时

时汗出、动则尤甚的异常排汗情况。章浩军主任医师

为福建省名中医，善于学习总结历代名医名家学术精

髓及临证经验，在运用六经辨治自汗病上面，学验颇

丰。笔者有幸跟随吾师学习实践，受益匪浅，现将章

师从六经辨治自汗病的临证经验总结如下。

1 机理探寻
自汗病，最早追溯于《内经》，书中对“魄汗”“炅

汗”“多汗”“漏泄”等加以描述[1]，是对汗证归类的最初

认识，其主要成因在《素问·阴阳别论》中解释为“阳加

于阴谓之汗”[2]。《伤寒论》中关于自汗的描述较多，涉

及六经各病，论述了自汗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其中，

第53条阐述了自汗的基本病机：“病常自汗出者……

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卫不守营，故汗自出。张

介宾在《景岳全书》中也提出“自汗盗汗亦各有阴阳之

证……”，强调了自汗存在阴阳变化；张志聪注曰“汗

乃阴液……乃阳气加之于阴液”[3]，点明汗出的产生受

阳气盛衰、阴液多少影响。从上可知，自汗的产生与

营卫、阴阳均有密切关系。

章师以六经辨证为指导，认为自汗病在临床上病

机虽稍显纷繁，然实不越虚、实二纲，离不开阴阳二字

的变化，故将自汗病归纳为“太阳表虚自汗”“三阴阳

虚冷汗”之虚证和“阳明热盛自汗”“少阳火郁头汗”之

实证等四大证型，其机理或为阳虚卫表不固、营阴外

泄，或为阳热偏盛于里、迫津外出，一者为虚，一者

为实。

2 辨治经验
2. 1 太阳表虚自汗 太阳总六经而统营卫，固护于

表。汗者，总不离阴阳二字，发于阴而出于阳。根据

《伤寒论》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者，热自发，阴弱

者，汗自出……”，邪犯太阳，打乱营卫正常运行，肌腠

开阖失司，故见汗泄，此乃虚证。因此，将太阳营卫失

调、肌腠虚开自汗出，归纳为“太阳表虚自汗”。

其证可见汗多，汗出恶风，白天更甚，动则加剧，

或见半身、局部汗出，伴周身酸楚不适，纳寐尚可，二

便正常，舌苔薄白，脉浮。治以调和营卫，固涩止汗。

方选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减。药物组成：桂枝 10 g，
白芍10 g，生姜10 g，大枣10 g，炙甘草10 g，生龙骨

20 g，生牡蛎20 g，山茱萸30 g。
2. 2 三阴阳虚冷汗 太阴为至阴之脏，温升、布化全

身之水谷精气；少阴为阴枢，是燮理阴阳气血之根；厥

阴为一阴，乃阴尽阳生之脏，寒热胜复为其特点。以

上三阴易受寒邪，损伤阳气，导致阳气虚损，寒邪中

里，初多为太阴中寒，客于脏腑，脾阳受损，后渐内传

少阴、厥阴，寒邪弥漫全身，阳气进一步虚弱，终可致

三阴阳气虚衰。三阴合病，阴盛阳衰，阳虚难以摄津

亦难固表，阴津由肌腠溢散，则津液暴脱，冷汗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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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证阳虚明显，不必细分三阴，故称其为“三阴阳虚冷

汗证”，乃虚证是也。

其证见冷汗淋漓，四肢无力而恶寒，手足厥冷，不

欲饮食，面色苍白，下利清谷，舌淡胖，苔薄白，脉微

细。《伤寒论》第 353条有言“大汗出……四逆汤主

之”，第385条“恶寒脉微而复利……四逆加人参汤主

之”说明了在四逆汤基础上加人参可用于阳虚阴盛、

气津耗伤之证。三阴阳虚冷汗证阳虚明显，大量汗

出，气随津耗，气津两伤，故治以回阳祛寒，益气生津，

方选四逆加人参汤加减，并以红参代人参增强温阳之

效。药物组成：干姜 10 g，附子 10 g，红参 10 g，山茱

萸30 g，炙甘草10 g。
2. 3 阳明热盛自汗 阳明居中土，其本燥，其标阳，

易受热邪侵扰。《伤寒论》196条“阳明病,法多汗”，26
条“……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白虎加人参汤主

之”等，点明阳明病多见汗出之症，其乃无形之热邪盈

贯于内，热从内发，迫液外出，故见大汗出；火性炎上，

加之阳明胃开窍于口，阳明经遍布于面，故口不仁面

垢；大汗出后，津液已伤，无津上承，又因热盛于里不

能解，故仍见烦渴、脉洪大。且汗多伤阴，又加重热盛

阴伤之弊。此证发于阳明而热盛于里，故名其为“阳

明热盛自汗证”，乃为实证。

其证可见汗出津津，身热，汗后得风自觉舒适，口

渴喜饮，或见心情烦躁，舌红少津，脉洪大。治病求

源，邪热即源，故应清热生津，主清阳明之热，方选白

虎加人参汤，并以西洋参代人参以增强滋阴生津之

力。药物组成:石膏 30 g，知母 10 g，粳米 30 g，西洋

参10 g，炙甘草10 g。
2. 4 少阳火郁头汗 少阳为一阳，内寄相火，为生生

不息之阳气，主枢机，可通行上下，达表入里。《伤寒

论》第 196条曰：“伤寒五六日，头汗出……此为阳微

结……可与小柴胡汤。”少阳受邪，或枢机不利，或相

火移位。无论是枢机郁遏而微结，郁而化火，还是相

火妄动，阻碍气机通畅，均使得津液受火蒸发于上，见

头汗出。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少阳气机郁结，阴阳

失衡的发病机制是一致的，当属于少阳阳微结的汗

出。因其出汗部位较为固定，故以“少阳火郁头汗证”

名之，亦为实证。

其证可见汗出，以头部汗出为主，胸胁苦满，喜太

息，食欲差，口苦口干，大便干结，小便尚调，舌淡红苔

薄黄，脉弦。治以和解少阳，通达三焦，方选小柴胡汤

合枳术丸。药物组成：柴胡 30 g，黄芩 10 g，姜半夏

10 g，党参10 g，枳实20 g，白术60 g，生姜10 g，大枣

10 g，炙甘草10 g。
3 验案举例
3. 1 太阳表虚自汗证案 陈某，女，52岁，2018年10
月 26日初诊。主诉：汗多 1月余。现病史：患者 1月
余前不慎外感后出现汗多，汗出恶风，白天为甚，动则

加剧，为进一步治疗，前来就诊。辰下：汗出较多，伴

周身酸楚，精神疲乏，纳寐一般，二便自调，舌淡红苔

薄白，脉浮缓。诊断：自汗病，辨为太阳表虚自汗证。

治法：调养营卫，固涩敛汗。处方：桂枝10 g，白芍10
g，生姜 10 g，炙甘草 10 g，大枣 10 g，生龙骨 20 g，生
牡蛎 20 g，山茱萸 30 g。7剂，水煎，日一剂，分早晚

饭后温服。

2018年 11月 3日二诊：自汗出明显改善，四肢仍

有微汗，周身偶有酸楚不适。在前方的基础上加白芍

至20 g，续服7剂。一周后随诊，患者症状基本缓解，

活动时出汗较前明显减少。嘱患者平素加强锻炼，劳

逸结合，慎起居，畅情志。

按 本患者以汗出较多、汗出恶风、动则加剧为

主要症状，四诊合参，辨为太阳表虚自汗证，是由阴

阳、营卫失衡所致。当邪气侵袭太阳，营卫不和，卫气

失于固摄，腠理疏松，营阴外泄，可见汗出。治以调和

营卫，兼祛风散寒，培育卫气，固摄阴津。方选桂枝加

龙骨牡蛎汤加减。该方由桂枝汤加生龙骨、生牡蛎、

山茱萸所组成。徐忠可言：“桂枝汤外证得之为解肌

和营卫，内证得之为化气调阴阳。”方中桂枝助阳化

气，芍药酸甘益阴，桂芍合用，可调和营卫、敛阴止汗；

再佐大枣、甘草升腾生发之气而助营卫和调；加龙骨、

牡蛎调和阴阳、镇潜固涩[4]；张锡纯谓“萸肉既能敛汗，

又善补肝……”，言明山茱萸温化阳气、补益肝肾、收

涩敛汗之效佳[5]，故再加山茱萸，敛汗之余温补肝肾防

邪内传。全方共行调养营卫，固涩敛汗之效。二诊患

者汗多较前明显缓解，周身酸楚，故加重白芍用量以

敛阴舒筋，则病可缓。

3. 2 三阴阳虚冷汗证案 金某，男，65岁，2018年11
月 13日初诊。患者冷汗频出 1月余，动则加剧，多次

于外院诊治，效不佳。辰下：冷汗频出，动则加剧，畏

风怕冷，无盗汗，精神疲乏，四肢厥冷，不欲饮食，夜寐

差，大便稀溏，舌淡胖苔薄白，脉微细无力。诊断：自

汗病，辨为三阴阳虚冷汗证。治法：回阳祛寒，益气生

津。处方：干姜10 g，附子10 g，红参10 g，山茱萸30
g，炙甘草10 g。3剂，水煎，日一剂，分早晚饭后温服。

2018年11月16日二诊：出冷汗的次数明显减少，

大便仍不成形，舌淡胖，苔薄白，脉沉细有力。续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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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加枳实20 g，白术60 g，7剂。

按 患者以冷汗频出为主症，四诊合参，辨为三

阴阳虚冷汗证，当回阳祛寒，益气生津。方选四逆加

人参汤加减。四逆汤载于《伤寒论》，是回阳救逆之代

表方，陈修园在《伤寒医诀串解》中亦指出其适用于

“急温症”[6]。方中附子补火助阳，回阳救逆；干姜温中

散寒，通脉助阳；甘草既可缓爆烈之附姜，又可协助附

姜之回阳，有和中调气之功。三药一暴一调一缓，配

伍精奥，在三阴阳虚之急症上功效明确。张锡纯在山

茱萸的运用上有独到见解：“盖萸肉之性……阴阳气

血将散者,皆能敛之。”[5]故予山茱萸敛阴回阳；在此基

础上加人参益气生津以化阴液，则汗止津复。二诊患

者冷汗频出较前明显改善，阳气稍回复，但大便仍稀

溏，且舌淡胖，苔薄白，脉沉细，一派太阴脾阳虚衰、水

湿内停之象，故又加以枳术丸，以健脾、温阳、行气，可

谓点睛之笔。全方虽无明显敛汗之品，但治病求于

本，三阳得复，阴阳相合，则汗出自止。

3. 3 阳明热盛自汗证案 林某，男，29岁，2018年 9
月18日初诊。主诉：汗多半月余。现病史：患者半月

余前出现汗出津津，一日需更换衣物多次，自觉身热，

得风后舒爽，渴欲饮水，稍烦躁，纳一般，夜寐不安，二

便尚调，舌红少津，脉洪数。诊断：自汗病，辨为阳明

热盛自汗证。治法：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处方：石膏

30 g，知母10 g，粳米30 g，西洋参10 g，炙甘草10 g，
栀子6 g，淡豆豉10 g。3剂，水煎服，早晚1次。

2018年 9月 22日二诊：汗出津津症状有所改善，

自觉身热较前减轻，遂续守前方再进7剂巩固治疗。

按 本患者以汗出津津为主要症状，四诊合参，

辨为阳明热盛自汗证，是因热邪充斥于阳明，热迫津

出所致，可选清阳明之大热兼养阴生津的白虎加人参

汤合栀子鼓汤以清热除烦。方中石膏为君，可除清阳

明之热；知母为臣，可生津止渴，君臣相配，除热止烦

生津；佐以人参益气生津，加速阴液回复；粳米、炙甘

草养正安中。《伤寒论》第228条：“阳明病下之……但

头汗出者，栀子鼓汤主之。”患者全身均可见汗出，也

包括头汗出，且心中烦闷，夜寐不安，故加上栀子鼓

汤，清热而不凝滞，宣透而不燥烈。白虎加人参汤合

栀子鼓汤，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则汗出得缓。

3. 4 少阳火郁头汗证案 谢某，女，45岁，2018年10
月13日初诊。主诉：汗多半年余，加剧1周。现病史：

患者于半年前开始出现汗多，以头部为主，午后尤甚，

多次于本院中药调理，症状可缓，但易反复，1周前上

症再发，遂前来就诊。辰下：头部汗出频频，伴胸胁苦

满，食欲较差，口苦，二便尚正常，舌淡暗苔薄黄，脉

弦。诊断：自汗病，辨为少阳火郁头汗证。治法：和解

少阳，通调三焦。处方：柴胡 30 g，黄芩 10 g，姜半夏

10 g，党参10 g，枳实20 g，白术60 g，生姜10 g，大枣

10 g，炙甘草10 g。7剂，水煎服，日一剂，分早晚饭后

温服。一周后电联诉头汗出已明显改善，嘱其继续服

药7剂巩固疗效。

按 本患者以头部汗出频多为主要症状，四诊合

参，辨为少阳火郁头汗证，是因少阳内郁化火所致，可

选小柴胡汤合枳术丸和解少阳，通调三焦。方中柴

胡、黄芩一散一清，共解少阳之邪；姜半夏、生姜和中

降逆，调畅气机；枳实与白术相配增加调畅气机之功，

且能健脾化湿开胃；人参、大枣扶正益气，使邪无内传

之机；炙甘草调和诸药。其中虽无敛汗固摄之药，但

治疗汗证不能见汗止汗，重在辨证精准，对证下药。

小柴胡汤合枳术丸全方寒温并用，宣通内外，使少阳

得解，郁热始清，枢机通畅，故汗出得解，诸证自除。

4 小结

自汗主要可以反映阳气变化，其汗出是外在的表

象，阳气变化是内在的原因。章师执六经辨证自汗

病，司外揣内，从汗出的表现探寻患者阴阳变化，将该

病概括分为虚证之太阳表虚自汗证、三阴阳虚冷汗

证，实证之阳明热盛自汗证、少阳火郁头汗证。分别

运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四逆加人参汤、白虎加人参

汤、小柴胡汤合枳术丸等加减治疗，虽治法各有侧重，

然总不离调和阴阳之根本。章师在临床运用中抓准

病机，药证相当，有执简驭繁之妙，辨证准确，其效方

能桴鼓，值得深入学习并加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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