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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透热转气”∗

李雨珂, 郑秀丽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75)

　 　 摘要: 本文在传统对透热转气的理解上, 从 “截断扭转” 的角度再探寻其内涵; 分析了叶天士用透热转气法治疗

营分病证的使用条件, 并在其基础上对营分证代表方清营汤的运用作出思考; 最终阐释了 “火郁发之” 与温病透法的

联系, 以扩大 “透热转气” 临床运用的外延。
　 　 关键词: 透热转气; 温病; 截断扭转; 火郁发之

　 　 中图分类号: R 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 (2023) 03-0021-03

　 　 叶天士开创了温病学独具特色的 “卫气营血”
辨证体系, 其在代表作 《温热论》 第 8 条 “卫之后

方言气, 营之后方言血。 在卫汗之可也, 到气才可

清气, 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中首次提出了 “透
热转气” 这一观点, 并成为了后世医家研究温病理

论与临床治疗温病的重要指导原则。 其原义或如章

虚谷、 陈光淞等人注解所言: 邪气入营犹可转出气

分而解, 但后世学者对 “透热转气” 理论不懈的钻

研已使其思想内涵与临床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与发展。 笔者仅在此浅谈对其内涵及外延理解之拙

见, 以飨同道。
1　 透热转气的内涵

所谓 “透”, 《增韵》 曰彻也、 通也, 《说文》
曰跳也、 过也; “转”, 《说文》 曰运也。 透热转气是

叶天士提出治疗营分证的一种方法, 结合温病学理

论, 营分证的形成原因无外乎外邪内陷 (经卫分、
气分传变入营或直陷心包) 与伏邪外发两种, 其病

机如叶氏所言 “营分受热, 则血液受劫, 心神不

安”, 即营热阴伤、 扰神窜络。 《说文》 云: 人欲去,
以力胁止曰劫, 这里血液受劫可以理解为 “血欲流,
为热所胁而运行不畅”。 然温热病邪入营不仅伤阴、
煎熬血液, 也损伤脏腑功能、 闭阻气机, 故常兼见

痰热、 湿阻、 食滞、 腑气不通等, 导致气机不畅,
邪无出路而困遏营中[1]。 因此, 透热转气的内涵即在

清解营热的基础上, 佐以畅达气机之品, 使营分邪

热转出病位较浅的气分而解。 此处的 “转气” 既是

透转邪热出于气分, 也包含了枢转气机, 给营热以

出路、 受劫之血液以推动之意。
此外, 基于营分证的发病原因, 笔者认为透热

转气尚有 “截断扭转” 之意。 “截断扭转” 是姜春

华[2]教授首先提出的学术观点, 其核心在于先证而

治、 直达病所以截断疾病的进展及扭转病势。 对于

外邪内陷之营分证, 清解营热即可截断其进一步耗

血动血之势, 若再以药物助邪透转气分, 则有逆转

其按卫、 气、 营、 血层层深入之功。 对于另一成因

伏邪外发, 透热转气除 “截断扭转” 外又有 “顺势

而为” 之意。 伏气温病以阴精先亏、 正气不足为基

础, 感受时邪后郁热自里透出而发病。 王孟英在

《温热经纬》 中所言, 伏气温病在起病之初 “往往舌

润而无苔垢, ……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 迨邪从

气分而化, 苔始渐布, 然后再清其气分可也”; 伏邪

重者 “初起即舌绛咽干, ……亟宜大清阴分伏邪,
继必浓腻黄浊之苔渐生”; 邪伏深沉, 不能一齐外出

者 “正如抽蕉剥茧, 层出不穷”。 时邪本有内传之

趋, 伏邪本有外发之势, 清营热一方面阻止了时邪

内传, 一方面又捣毁了伏邪之窝巢, 使邪热溃散出

气分, 从而顺应了伏邪外发之势, 不可不谓有 “截
断扭转” 之妙。
2　 透热转气治疗营分证的条件

营血同属于里, 只不过营为阴中之阳、 血中之

气, 在病位、 伤及的物质成分及扰神程度上与血分

有所不同, 但治法总不离清热毒、 养阴血, 使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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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解、 正从内安。 温热论现行的两个版本记载透热

转气时略有差异: 华本云 “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唐

本云 “乍入营分, 犹可透热, 仍转气分而解”, 但二

者均保留了叶氏 “犹可” 这一不确定的说法[3], 唐

本甚至还突出了邪气 “乍入” 营分这一条件, 与前

文 “在卫汗之可也” 与 “到气才可清气” 的确定语

气形成强烈对比。 这就说明 “透热转气” 并非叶天

士对营分证的正治, 换言之, 透热转气法的使用是

有条件限制的, 何时可用、 如何使用其实叶氏在另

外的条文里给出了提示。
《温热论》 第 14 条 “再论其热传营, 舌色必绛”

指出判断邪气是否入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绛舌。 其

进一步指出 “初传绛色中兼黄白色, 此气分之邪未

尽也, 泄卫透营, 两和可也”, 此时邪气尚流连气分

而初入营, 法当清气和营。 叶氏言 “若其邪始终在

气分流连者, 可冀其战汗透邪”, 战汗亦即泄卫, 实

为用开郁、 宣气、 清热等法疏通气分热邪外出之

路[4], 与透营热转出气分的含义相似; “纯绛鲜泽

者, 胞络受病也”, 绛而泽者虽为营热之征, 实为有

痰, 故舌不甚干燥。 此时邪入心包, 痰热互结而蒙

神闭窍, 热因痰郁而愈炽, 痰因热盛而愈稠, 二者

胶结难分, 且出路不通, 若单纯清热祛痰不予开窍

理气, 恐其邪除之不去而徒伤正气。 故以清营凉血

养阴合用芳香豁痰开窍, 始能内开闭结、 外透营热。
其证轻者, 犀角、 生地合用郁金、 菖蒲清心豁痰开

窍, 重者合用牛黄丹、 至宝丹以开其闭。 第 4 条

“若加烦燥, 大便不通, 金汁亦可加入, 老年或平素

有寒者, 以人中黄代之, 急急透斑为要”。 营分证若

加烦躁、 大便不通, 说明其热伤及肠中津液, 肠燥

津亏而腑气不通、 气机枢转不畅, 致使营热内壅,
上扰心神出现气营两燔之证, 故叶天士在清营养阴

之中根据患者体质特点再加金汁或人中黄清解气分

之热。 人中黄甘寒, 入心、 胃经, 《本草备要》 载其

能 “泻热, 清痰火, 消食积, 大解五脏实热。 治天

行热狂, 痘疮血热, 黑陷不起。” 金汁即粪清, 主治

同人中黄而寒凉之性更甚。 之所以用金汁、 人中黄

通腑, 是因大便不通的本因在于营热阴伤, 且此时

燥屎尚未结成腹满痛拒按之重证, 再者若患者此时

已有 “斑点隐隐” 之征, 此二者能通腑泄热, 即可

疏畅气机, 为郁结动血形成斑疹的营热开辟出路,
正体现出陈光淞[5] 所谓 “炀灶减薪, 去其壅塞, 则

光焰自透” 之妙。
综上而言, 《温热论》 第 8 条虽未明确提出 “透

热转气” 的使用时机及代表方药, 但通过其他条文

对营分证证治的相关论述, 可以总结出叶氏运用此

法的三个条件: 其一当有邪热入营之象, 典型征象

为出现绛舌, 也可通过神志、 斑疹及舌脉象等综合

判断; 其次, 邪热虽入营分, 但卫气分仍有余邪流

连, 即气营同病或卫营同病等, 如温邪逆传心包,
邪尚有部分在肺; 第三, 当有气机不畅而致邪无出

路之象, 如痰热互结、 湿阻、 食滞、 腑气不通、 闭

证等营热内郁的表现。 这三个条件未必同时满足时

才可透热转气, 理论虽来源于临床, 但其运用仍归

于临床, 行医自当灵活变通。
3　 透热转气的外延及临床意义

3. 1　 对透热转气代表方———清营汤的思考　 目前普

遍认为营分证的代表方为清营汤。 清营汤是吴鞠通

根据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 中 “暑久入营, 夜寐

不安, 不饥微痞, 阴虚体质, 议理心营, 鲜生地,
玄参, 川连, 银花, 连翘, 丹参”, 及 《温热论》
“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如犀角、 玄参、 羚羊角等物”
化裁而成的处方, 其用药精当、 架构清晰: 若按君

臣佐使之配伍, 以犀角清营解毒为君; 臣以生地、
玄参、 麦冬清热养阴生津; 佐丹参以凉血活血, 黄

连以清心泻火, 引药入心经。 若按营分证治法分类,
则以犀角、 玄参、 黄连三药咸寒苦泄以清营热; 生

地、 玄参、 麦冬、 丹参四者甘寒或凉以养营阴。 温

病入营, 法当清开透热, 即治法应包含清热凉营、
滋养营阴、 开畅气机与透热外达四个方面。 无论用

哪种方式解析, 似乎以此六药为主加减即可收获不

错的疗效。 但清营汤之所以备受推崇, 常用不衰,
正在于银花、 连翘与竹叶的使用。 此三者性辛凉而

质轻, 且均归心经: 如 《本草新编》 载连翘 “入少

阴心经”, 竹叶 “专凉心经”; 《温病条辨》 称 “银
花直入手厥阴也”。 三药合用故能去心经之火而透营

分之热, 实现透热转气的目的。 正如吴锡璜所言:
“治温病, 虽宜用凉解, 然虑其有寒凝, 宣透法仍不

可少”。
然清营汤中是否只有银花、 连翘与竹叶有透热

转气之功? 叶天士在 “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之后给

出了 “如犀角、 玄参、 羚羊角等物” 的用药参考,
但因三药均为咸寒之品, 目前大多认为咸寒药具有

清热解毒、 凉血滋阴、 软坚散结、 平肝息风的功

效[6], 因此仅从功效来看, 咸寒之药不具有 “透”
的作用, 这也是赵绍琴[7]认为该句应为传抄错误的原

因。 但若只谈功效, 银花、 连翘、 竹叶也并不具有

如西河柳、 浮萍或皂角刺、 生黄芪等药明确的透疹

或托毒排脓的透托作用, 《温热经纬》 中也提出 “俗
医必以胡荽、 浮萍、 樱桃核、 西河柳为透法, 大

谬”, 说明浮萍等药具有的透疹、 透发类功效与 “透
热转气” 体现的透法并不完全相同。 又或因为银花、
连翘、 竹叶能清气分之热、 去心经之火而言其具有

“透” 的作用, 犀角、 玄参、 羚角的清营凉血养阴何

尝不能看作使营热大减, 余热浮散无根, 弥漫出气

分而自成 “透” 的作用。 因此, 对清营汤实现透热

转气作用的认识不应拘泥于银花、 连翘、 竹叶[8], 毕

竟除开清营汤, 银翘散、 桑菊饮、 清心饮等包含此

三味两种及以上的方剂并无透热转气之意。 还应当

思考的是真正实现 “透热转气” 的究竟是单纯几味

性味或功效相似的药物还是整个组方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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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营热未必全从气分而走, 根据患者是

否有大便不通、 神昏神闭、 斑疹等兼见证, 可以考

虑为邪热开辟新的通路。 如叶天士对 “从湿热陷入”
之邪, 以花露芳香化湿, 条畅气机, 并 “参入凉血

清热方中”, 共奏透邪之功; “心神不安, 夜甚无寐,
或斑点隐隐” “若加烦躁, 大便不通” 者, 则加金汁

或人中黄通腑泄热、 釜底抽薪以导邪外出, 若其力

不逮, 再加大黄、 玄明粉等亦可; 邪入心包, 痰热

互结者, 以咸寒豁痰清心, 以芳香辟秽开窍, 窍开

则气机舒展, 开营热外达之路; “热传营血, 其人素

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 挟热而搏”, 则以琥珀、 丹

参、 桃仁、 丹皮等化有形之瘀而热无所附, 展郁结

之气而助热外透。 所谓营分证治法之清、 养、 透,
盖无清营养阴不可谈透热转气, 透热转气的实现非

仅气分得汗一法。
3. 2　 对 “透热转气” 与 “火郁发之” 联系的思考　
“火郁发之” 出自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为治疗

火郁证的基本原则。 正如戴原礼在 《金匮钩玄》 中

提出: “郁者, 结聚而不得发越也, 当升者不得升,
当降者不得降, 当变化者不得变化, 故传化失常而

郁病作矣。” 火郁的机理即邪气内阻, 气机出入废而

升降息, 气血运行失常, 邪气蕴结于里不得发越,
遂成火郁之证。 其特点为热蕴于里不得张扬, 故虽

可见心烦躁扰, 但不知其愦愦不安者何; 虽自觉发

热, 但身热不扬, 无汗或但头汗出, 四肢不温甚或

厥冷; 或因津液耗伤而舌瘦薄少津, 甚则干裂, 或

若因湿阻气滞而舌红苔白腻; 其脉多弦涩凝滞, 若

沉、 伏、 结、 促者, 乃有气可散, 不为患也。 若牢

革弦强不和者, 为正气先伤, 往往多成虚损。 “发
之” 即透发、 发泄之意, 火郁之证邪壅气郁, 若仅

见其有热而妄投苦寒, 不知气机凝滞愈甚, 反有冰

伏之弊。 故当如 《丹溪心法》 “火盛者, 不可骤用凉

药, 必兼温散” 所云, 条畅气机, 开散郁结, 方能

使火失依附, 得以泄越。
温病在许多方面都能体现 “火郁发之” 的理念。

从温病发生来看, 其致病因素———温邪 “热变最

速”, 即化热与传变、 发展迅速, 易伤阴动血、 扰动

神明[9]。 从温病发展看, 在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均可见

气机不畅, 病至气分以后, 还常兼挟痰、 湿、 滞等

邪。 此皆为火热内郁之象, 吴又可在 《温疫论》 中

提出 “百病发热, 皆由于壅郁, 然火郁而又根于

气”, 并言明 “气为火之舟楫也”。 因此温病历来强

调 “透” 与 “泄”, 治疗常需宣通气机, 透泄邪气,
“透热转气” 即是温病透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吴鞠通

在 《温病条辨》 中指出 “治上焦如羽, 非轻不举”
等原则, 在选方用药上强调就近祛邪、 因势利导,
继承并发扬了叶天士重视以透法祛邪[10]的思想。 《类
经》 有言: “凡火所居, 其有结聚敛伏者, 不宜蔽

遏, 故当因其势而解之、 散之、 升之、 扬之, 如开

其窗, 如揭其被, 皆谓之发, 非独止於汗也”, 透法

即如张景岳所谓 “解之、 散之、 升之、 扬之”, 是在

传统八法的基础上自成体系的一种治法[11], 包括用

银翘散、 桑菊饮等辛凉轻清之剂或酌用辛温之品使

“邪与热并” 以汗而泄之; 上焦郁热、 邪热壅塞, 用

栀子豉汤、 白虎汤、 麻杏石甘汤等宣而清之; 邪气

郁伏三焦、 膜原或少阳, 用藿朴夏苓汤、 三仁汤、
达原饮、 黄芩汤加豆豉玄参方等和而解之; 热结于

下、 阴伤血滞, 用增液承气汤、 桃仁承气汤泻而逐

之; 温邪伤阴耗气, 则用清暑益气汤、 白虎加人参

汤、 青蒿鳖甲汤等补而托之。 温病透法中的 “汗而

泄之” 与 “泻而逐之” 不仅是汗法和下法, 更与其

他方法同为郁火泄越之门户。
综上所述, 透热转气不仅是 “截断扭转” “火郁

发之” 等中医学重要理论思想在温病学诊治中的体

现, 进一步推动了后世 “透” “托” 法的发展成熟,
更是叶氏根据邪气本身的致病特性及发展传变规律

为邪气寻求出路, 给出的对如何去邪以安正的解答。
临床无论温病还是内伤火热, 抓住其易伤津耗气、
迫血动血、 扰动神机的病机关键, 确立或纯泻不补、
或清泻为主、 或养阴为主的基本治则, 在其基础上

灵活配合 “透热转气” 或 “火郁发之” 诸法[12], 方

能端邪热之窝巢, 开其外出之路。 透热转气之深意

无穷, 常用常新, 吾辈自当揣摩其深意, 开拓其外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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