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医 2023年6月第55卷第12期
NEW CHINESE MEDICINE June 2023 Vol.55 No.12

［收稿日期］ 2022-10-25
［修回日期］ 2023-05-06
［基金项目］第五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1号）
［作者简介］徐雅华（1996-），女，硕士研究生，E-mail：1074347457@qq.com。
［通信作者］许正锦（1975-），男，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xuzhengjin1@sina.com。

从六经辨治盗汗思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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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梳理汗证的源流，阐明盗汗的病名由来，并将历代医家有关盗汗的病机进行概括与述评，明

晰盗汗的病机涉及阴虚、血虚、阳虚、阴阳两虚等虚证，也涉及湿、热、瘀等实证，指出“自汗属阳虚，盗汗

属阴虚”这一观点存在时弊；进而探讨从六经辨治盗汗的临证思路，并分别从“六经-营卫-玄府”病机链、

六经与营卫的关系、从六经辨治盗汗的治疗概况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盗汗辨治从常规的八纲辨证、脏腑辨

证、病因辨证等思路均难以统领全部，但从六经辨治则能融合八纲与脏腑、统摄营卫与气血，却是一种多维立

体的辨治思路，适合盗汗这种伴见于内科杂病中的常见病证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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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reating Night Sweat from Six-Channe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XU Yahua，SU Yutian，XU Zhengjin

Abstract：By sorting out the origin and flow of sweat syndrome，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origin of night

sweat，and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pathogenesis of night sweat by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of

all dynasties. It is clear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night sweat involves yin deficiency，blood deficiency，yang

deficiency，yin-yang deficiency and other deficiency syndromes，as well as the excess syndromes like

dampness，heat and stas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dea that “spontaneous sweating is ascribed to yang

deficiency，and night sweat is ascribed to yin deficiency" has disadvantages of the time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clinical thinking of treating night sweat from six-channe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athogenesis chain of "six channels-nutritious qi and defensive qi-sweat pore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x channels and nutritious qi and defensive qi，and the treatment overview of

night sweat from six-channe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completely treat

night sweat from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oughts of eight-principl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zang-fu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etiology. However ， if six-channe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adopted，it can integrate the eight principles with zang-fu and control nutritious

qi， defensive qi， qi and blood， which i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three- dimensional treatment idea，

suitabl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ight sweat，a common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miscellaneous

diseases in inter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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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汗属于汗证的一种，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病

证。中医学有关盗汗的认识渊源久远，历代医家都

有关于盗汗的病机认识与治疗经验。追溯其病机源

流却众说纷纭，辨治思路更是各执己见，初入临床

者很难掌握其规律。故在临床实践中提出了“六经-
营卫-玄府”病机链的理论认识，从六经辨治盗汗，

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将相关的理论认识与临

床实践总结梳理如下，以飨同道。

1 汗证源流

“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汗液乃人体

津液代谢外现于肌表之产物，若津液代谢失常，可

见魄汗、多汗、炅汗、大汗、灌汗、寝汗、夺汗、

绝汗及漏汗等多种汗液外泄失常的证候表现。明代

虞抟于《医学正传》中设“汗证”专篇将其汇总论

述。根据汗出的时间、部位、程度、颜色、愈后等

不同，可分别将汗证归属于不同类别中，临床多以

“醒则自汗，寐则盗汗”进行辨证论治。其中盗汗之

名首见于《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曰：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不过，《素

问·脏气法时论》曰：“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

重，寝汗出，憎风。”其中的寝汗之症实际上指的就

是盗汗，故明代戴元礼在《证治要诀》中指出“眠

熟而汗出者曰盗汗，又名寝汗。”历代医家对盗汗有

更明确的表述，宋代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曰：“盗

汗者，谓睡而汗出者也。”明代皇甫中《明医指掌·

自汗盗汗心汗证》曰：“盗汗者，睡而出，觉而收，

如寇盗然，故以名之。”这些有关盗汗描述的内涵基

本一致，所以盗汗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2 病机之争

尽管盗汗之名没有什么争议，但盗汗的病机却

是众说纷纭。作为内科杂病中的常见症状，历代文

献关于盗汗病机的论述繁多。《素问·脏气法时论》

所载“寝汗”的病机是水火不济，心液外泄所致 [1]。

张仲景《伤寒论》条文 134：“太阳病，脉浮而动

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

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其

中盗汗为太阳表热犯卫所致。条文 201：“阳明病，

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

出。”此盗汗的发生为阳明里热炽盛所致。《金匮要

略》载：“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善盗汗也。”

“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盗汗出者，此劳气也。”强调

的是内在的虚损不足所引发的盗汗。巢元方在《诸

病源候论》中指出风邪、热邪、阴虚均可致汗，其

在“虚劳盗汗候”中还特别提到了阳虚也可致盗

汗：“盗汗者，因眠睡而身体流汗也。此由阳虚所

致。”关于阳虚致盗汗的病机，宋代《太平圣惠方》

中也有相关记载：“或每因睡中，遍身汗出，此皆阳

气虚，心气弱。”朱震亨《丹溪心法》中归纳盗汗之

病机为阴虚、血虚，推崇以当归六黄汤为治疗盗汗

之神剂。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以至

于其后的医家见盗汗则多从阴血亏虚论治。

直至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汗证》中提出：“自

汗、盗汗亦各有阴阳之证，不得谓自汗必属阳虚，

盗汗必属阴虚也。”再次强调了阳虚可以致盗汗，以

纠时弊。明代龚居中在《痰火点雪》中曰：“若病久

而肌脱肉消者，昼则自汗蒸蒸，夜则盗汗袭袭，又

属阴阳两虚也。”指出阴阳两虚所致的盗汗证。清代

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曰：“盗汗者属阴虚，阴虚

者，阳必凑之，故阳蒸阴分则血热，血热则液泄而

为盗汗也。”“酒客睡中多汗，此湿热外蒸也。”补充

了血热、湿热等热性盗汗的病机。王清任在《医林

改错》中曰：“竟有用补气、固表、滋阴、降火，服

之不效而反加重者，不知血瘀亦令人自汗、盗汗，

用血府逐瘀汤。”提出了瘀血导致盗汗的病机与

治疗。

结合以上历代文献来看，盗汗的病机是复杂多

变的，不同医家有其不同的侧重、不同的角度，在

辨治上有不同的思路。总体上看，盗汗的病机涉及

阴虚、血虚、阳虚、阴阳两虚等虚证，也涉及湿、

热、瘀等实证。不过，因受朱震亨的学术思想影

响，明清医家逐渐形成了“自汗属阳虚，盗汗属阴

虚”的观点，时医多从阴虚论治盗汗，受此束缚，

临证常拘泥成法，影响疗效[2]。临床上应遵从治病求

本之原则，仔细甄别病机，方可取得疗效。

3 辨治思路

3.1 “六经-营卫-玄府”病机链 盗汗一证看似寻

常多见，但伴发的证候常常十分复杂甚至繁乱，因

此，想要治之有效却又不易。在对盗汗病机认识的

基础上，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辨治思路，临床有立

足于八纲辨治者，常从阴虚、阳虚入手，或从病因

辨治入手，常从湿、热、痰、瘀等出发，又或治以

脏腑与气血津液辨证者，阐发颇多，各据其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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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理。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提出了关于盗汗的

“六经-营卫-玄府”病机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从六

经辨治盗汗的思路。玄府，为人体结构功能最细微

之处，营卫和谐，调控体表之玄府开阖有度，汗出

正常，使人体津液代谢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若营卫

功能失常，影响玄府的开阖，会导致汗出异常，既

可出现无汗，也可出现多汗[3]。盗汗与自汗是汗证的

不同表现形式，无论机体出现阴虚也好，阳虚也

罢，也无论是否存在湿、热、瘀等实邪因素，根据

“六经-营卫-玄府”这一病机链的提示，汗证最终是

否发生还要看营卫功能是否失调，这可以看作是一

种自我调节机制，如果六经病变并不导致营卫功能

失常，则未必发生汗证，反之，如果导致营卫功能

失调，则会发生汗证。

3.2 六经与营卫的关系 “太阳主开”，为六经之藩

篱，是人体防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故言太阳主一

身之表，并统摄营卫[4]。所以太阳与营卫的关系十分

密切，通过利尿法可使膀胱气化如常，助卫气上宣

外达，恢复营卫调节功能，可治疗汗出异常之证 [5]。

阳明乃营卫化生之源，《灵枢·营卫生会》载：“谷

入于胃，……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清代赵晴

初《存存斋医话稿》指出：“营卫非谷不能充，谷非

营卫不能化。”都强调了营卫的化生源于足阳明胃。

“阳明主阖”，阖者闭也，营卫之气于阳明内收蓄积

交会气化，若郁闭不散则热结于内，导致营卫不

昌，气血不流 [6]。阳明病所所致盗汗多以太阳阳明、

少阳阳明等合病形式出现，蕴含阳明郁热之病机 [7]。

少阳为枢，为营卫气血阴阳运转之枢纽，人体营卫

之气由少阳为之枢转，从而使得输布于太阳之肌表

与阳明之里的营卫功能状态及量分布正常 [8]。《读素

问钞》云：“少阳居中，在人身如门之枢，转动由

之，使荣卫出入内外也常。”

太阴为盛阴，主三阴之表，营卫之气出入三阴

有赖于足太阴脾的运化、手太阴肺的输布[9]。太阴肺

主一身之气机，与营卫、玄府的功能直接相关[10-11]。《灵

枢·营卫生会》云：“卫出于下焦。”《伤寒寻源》

云：“汗者心之液，心主营。”足少阴肾为卫阳之

根，手少阴心为营血之主，且为汗之源。因此少阴

与营卫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少阴病可以使营卫功能

失常而导致盗汗的发生。在“开阖枢”中，厥阴同

阳明亦为“阖”，同样在营卫的动态平衡中起重要的

枢杻作用，若厥阴病变，既可使营卫阳气精血凝聚

不外达，也可出现外泄而不内收，导致营卫功能失

常而出现汗证[12]。

盗汗之症尽管未见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

的六经病各经，但从“六经-营卫-玄府”病机链以

及六经与营卫的关系可以推测，六经各经病变都可

以出现盗汗，从六经辨治盗汗是可行的。盗汗所涉

及的病因、病位、病机均较复杂，既可外感而发，

又可内伤而作，既有阴虚，又有阳虚，既涉及五脏

六腑，又与营卫气血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认为从

常规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病因辨证等思路均很

难统领全部，而从六经辨治则能融合八纲与脏腑、

统摄营卫与气血，是一种多维立体的辨治思路，适

合盗汗这种伴见于内科杂病中的常见病证的诊治。

3.3 从六经辨治盗汗的临床治疗概况 临床上有不

少从六经辨治盗汗的案例报道，陈瑞春认为，因膀

胱气化不利、太阳经气失调所致盗汗在临床上不少

见，以五苓散治疗可使太阳膀胱经气复常，营卫调

和，津液下行，盗汗自止[13]。李七一指出盗汗有因阳

明热盛所致，治以白虎汤加减清胃养阴，调营和

卫，热退汗止[14]。张文文等[15]以小柴胡汤疏解少阳气

机以转少阳之枢，使卫气得以升发，阴阳调和而治

愈盗汗之案。许正锦治疗 1 例盗汗患者，抓住其易

于外感体质，从太阴肺脾气虚入手，重用黄芪以大

补肺脾之气，使营卫得复，玄府得司，表固汗止[16]。

汪滢指出少阴病可致盗汗，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减

可解少阴之寒，盗汗可止[17]。以上案例的辨治原理与

六经-营卫-玄府病机链的本质是一致的。

4 病案举例

黄某，男，68 岁。2022 年 3 月 22 日初诊。主

诉：盗汗 3 年余。既往曾行膀胱肿瘤切除术。来诊

时症见盗汗（因出汗过多需更换两三次衣服），伴神

疲乏力，腰脊酸冷，肢体冰冷，口干夜甚，小便不

利，大便正常。舌质淡红、舌苔薄黄，脉沉细。中

医诊断：汗证，盗汗；辨证为少阴肾阴阳两虚，太

阳膀胱气化失常。处方：黄芪 20 g，山茱萸、茯苓各

30 g，生地黄、山药、淫羊藿、巴戟天、泽泻各

15 g，猪苓、桂枝、白术各 10 g，甘草 6 g。7 剂，每

天 1 剂，水煎，温服。

二诊：盗汗大减，小便清利，精神明显好转，

唯大便稀溏。守一诊方，生地黄改为熟地黄，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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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仁 30 g。继续服用 14 剂，诸症皆愈。

按：本案患者证候较繁杂，涉及气虚、阳虚、

阴虚等，若以六经思路进行辨治，则可纲举目张，

临繁不乱。因少阴肾阴亏虚，故见口干夜甚，苔薄

黄，脉沉细。少阴肾之命门火衰，故神疲乏力、腰

脊酸冷、舌质淡红。而小便不利为足太阳膀胱经气

化不利之主症，因此辨证为少阴肾阴阳两虚、太阳

膀胱气化失常，涵盖了六经、八纲、脏腑等多维信

息，为遣方用药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使用六味地黄

补肾阴，配合淫羊藿、巴戟天补肾阳，合五苓散化

气利水，使营卫调和、津液下行，汗不外泄。药证

相合，故收效甚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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