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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辛能行散，温能助阳”探析辛温药的治疫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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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辛温药在古医籍中广泛应用于疫病的防治，而对辛温药治疫的机理缺少系统解读。中医学认为疫病病机为正气

不足，外感毒邪，兼夹秽浊、热毒等而发病。本文参考古代本草著作，整理具有治疫作用的辛温药，从“辛能行散，温能

助阳”的性味理论出发，归纳出辛温药在治疫过程中发挥温通阳气、消导阴浊、开通心窍功效。疫病病机复杂，种类多样，

通过明晰辛温药治疫机理，在治疗中辨证地应用辛温药味，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药治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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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是指一类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特点的疾

病的总称，亦名疫疠、瘟疫、时疫、毒疠等［1］。

《说文解字》 谓“疫”为“民皆疾也”；《素问》

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

似”“厉大至，民善暴死”，强调疫病的严重性。

辛温药曾作为治疫的一类主要用药，在疫病防治

中被广泛运用。基于中医学对感染性疾病的认识

变迁，现今疫病的部分中医治疗也存在偏用寒凉

的现象［2］。通过明晰辛温药的治疫功效，可以拓

展临床防治疫病的用药思路，为疫病的治疗提供

理论参考。

1 疫病的中医病因病机 
对疫病病机的阐释，多围绕外感致病、毒邪

发病，及正虚兼夹秽浊的病理特点展开［3］。《伤寒

论·伤寒例》谓疫气病因属“时行之气”；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 认为疫病的病因为“乖戾之气”，

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而发病；葛洪《肘后

备急方》曰：“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提

出“鬼毒”之说，认为“毒厉之气”染病最为剧

烈凶险。吴又可《温疫论》指出温疫为感受天地

间“异气”且自口鼻传入，正虚则易发病，而治

疗以驱邪为本；吴瑭《温病条辨》认为“温疫者，

厉气流行，多兼秽浊”。疫病总因正气不足，由外

感毒邪致病，兼夹秽浊、热毒等而发病［4］。

2 辛温药治疫的古代应用 
“辛能行散，温能助阳”理论源于 《黄帝内

经》，意即辛温药能发挥行散温阳之功效，扶正祛

邪，温通阳气，化散秽浊，以调达气机升降，调

整脏腑功能。在晋唐即普遍将辛温药运用于疫病

防治，如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

毒诸方》中有 9首有方名的治疫方剂，均应用辛温

药以治疫；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 36 首

“辟温方”，用药频次以辛温为多［5］，药味达 18种，

涉及辛温药治疫的方剂 10 首；唐·王焘《外台秘

要》在“辟温方”“天行病方”等篇目中也载有许

多辛温治疫方剂；《伤寒总病论》《三因极一病证

论方》等后世方书辟疫篇章对此也多有沿用。

3 辛温药治疫功效 
古医籍中所载治疫方剂，主治涵盖寒、温、

暑热、湿热、瘴、湿疫等多种疫病，方中或以辛

温药为主治疫，或通过配伍达到治疫效果，如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圣散子、十神汤适用于寒

疫，吴又可达原饮治疗湿热疫病邪伏膜原证等。

结合本草文献的记载，南朝梁·陶弘景修撰的

《本草经集注》在内容上继承并丰富了《神农本草

经》的药物种类及功效；《本草经集注》中保有完

整的四气五味理论，为从性味功效解读辛温药治

疫提供了文献基础。《本草经集注》原文所涵盖的

辛温药治疫功效大体包含“温中散寒”“祛风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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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杀鬼辟邪”“开窍醒神”“祛湿利水”“消痰

祛秽”六种，具体的药物功效含“除寒”“祛风”

“杀鬼”“利九窍，通神明”“除湿逐水”“除痰去

臭”等，药如肉桂、干姜、附子、豆蔻、防风、

葱白、麝香、天麻、细辛、菖蒲、芫花、皂荚、

半夏、槟榔等。而治疫方剂中常有上述药物联合

运用的现象，如《肘后备急方》老君神明白散用

桔梗、乌头“温中”和附子、细辛“祛风”，二者

配伍，温通阳气、扶正祛邪；又如《备急千金要

方》雄黄散用鬼臼“杀鬼”配菖蒲“开窍”，外祛

鬼邪、内醒神志。

从辛能行散、温能助阳的性味出发，并结合

疫病病机，对上述辛温药的功效进一步归纳，总

结概括为：温通阳气、消导阴浊、开通心窍三类，

即围绕疫邪所产生的病理状态和病理产物，辛温

药温热辛通之性，作用在里则温中散寒，在表则

祛风逐邪；辛温作用于湿浊阴邪，偏于清稀的水

饮则祛湿利水，偏于厚浊的痰秽则消痰祛秽；辛

温作用于神志则开窍醒神，治“鬼物”伤心神、

神机失用而致神志冒昧错乱、昏蒙不清［6］。

3. 1　温通阳气——扶正祛邪、防邪内陷、通畅气

机　

辛温药治疫与疫病病机密切关联。在疫病的

发生中，患者正气亏虚是受邪及发病的内因，吴

又可《温疫论》谓：“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

外邪因而乘之”强调正虚容易受病，而如果患者

“气血两虚……忽又加疫，邪气虽轻，并为难治”，

以“正气先亏，邪气自陷”之故也。故治疗上需

鼓荡正气以逐邪，即叶天士所谓：“外邪宜辛

胜”［7］，辛温药温通阳气以“温中”扶正，“祛风”

以抗御外邪，其扶正祛邪功效往往以“取汗”为

标准，《景岳全书》曰：“凡伤寒瘟疫，表证初感，

速宜取汗”［8］，如《温病条辨》用桂枝汤治温疫表

证。张景岳治“四时瘟疫”初感，主以“败毒散

或荆防败毒散”，以辛温药为主温中兼祛风，以温

通阳气而畅汗，佐苦平风药，以通阳燥湿、解表

达邪。此外，临床亦常用人参、黄芪、党参、甘

草等甘苦微温益气之品配伍辛温祛风药，补正气、

资化源，以温补通散、祛邪外出，如人参败毒散、

玉屏风散等。

针对疫邪传变、内侵脏腑，辛温药温通阳气

可助阳气升发，以托毒外出或防止疫毒内陷，达

到逆流挽舟的效果，常用药物如人参败毒散，其

也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方防治方案中的群体

性治疗方，应用于轻型、普通型患者及预防性用

药［9］；其他应用如《温热暑疫全书》［10］举斑汤中

白芷一味治斑毒内陷；《伤寒瘟疫条辨》［11］芳香饮

中荆芥、陈皮治肺胃火毒不宣等。

杨栗山谓：“温（瘟）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

热在里”［11］，温热类疫病因郁热难解而见发热，辛

温药温通阳气以宣畅气分邪热；通过凉药配伍辛

温以温通，可以达到畅热而不煽动风火，清热而

不阻遏气机的效果，如清·郭志邃 《痧胀玉衡》

清凉至宝饮［12］ 方中细辛剂量“倍加”用于治疗

痧热。

3. 2　消导阴浊——逐秽避疫、化散浊毒、通利毒

邪　

疫邪多夹杂秽湿致病，《张氏医通》谓：“时

疫之邪，皆从湿土郁蒸而发”［13］，或因山岚瘴气、

雾露润泽、尸秽粪污而发病流行，因而古代防疫

用药，多以辛温化浊配开窍之品以内醒神志、外

祛秽浊，如《周礼》焚莽草以攻祟、《备急千金要

方》用川芎、白芷、藁本粉身以外防疫邪；且疫

病从化多内生秽浊毒邪，《伤寒总病论》谓：“凡

温疫之家，自生臭秽之气”，以秽气为疫病传染流

行的途径，故《肘后备急方》赤散方用皂荚、细

辛等纳鼻中，以免外受秽气传染；度瘴散用蜀椒、

乌头合酒服以内化秽浊、逐秽避疫。

疫病因病患正气不济、秽浊内生而见湿秽内

蕴、交结难解，王孟英谓之为“清浊不分，三焦

相混”［14］，治疗上用辛温化散浊毒或通利毒邪［15］。

“化散”以温化湿浊于内，如《鸡峰普济方》圣泽

汤治疗伤寒时行疫疠，用草豆蔻、菖蒲、半夏、

藿香以化浊，合附子、藁本、细辛、高良姜温通

阳气，以内消阴浊秽湿、助阳化气；“通利”以通

利湿秽于外，如：飞马金丹治湿温浊毒内伏，用

巴豆霜、木香、陈皮等消导兼施，服取吐泻。

3. 3　开通心窍——内开心包、醒明神志、杀鬼辟

邪　

清·林佩琴 《类证治裁》 谓：“疫为秽浊之

邪，若熏蒸热痰，蒙蔽心包，则神识渐昏”［16］，如

瘴疫之秽气侵蒙所见“实时昏闷”，温疫因“邪入

心包”见诸神志病变；此外，“湿蒙心包”“热闭

心包”“热结在腑，上蒸心包”等疫病兼症，都以

邪犯心包而见神志异常。心包受闭则需开窍药引

经以解之，用药如麝香、木香、菖蒲、皂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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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等；属热闭者则佐清心涤痰之品，如雷氏祛热

宣窍法用鲜菖蒲合连翘、犀角、川贝母；叶天士

治“疠邪入膻中渐干心包”，用菖蒲以佐犀角、银

花、郁金，兼进至宝丹，以“内通心窍，搜剔

幽隐”［7］。

所谓“鬼邪”致病，系存在环境传播或宿主

传染的流行病现象，“鬼邪”多在阴寒秽浊环境中

出现［17］，且“鬼物”致病当属秽邪袭人、邪伤心

窍、神机失用产生的神志症状，故在“杀鬼”方

中常见辛温药的运用，如《肘后备急方》虎头杀

鬼方中的皂荚、芜荑、菖蒲，《千金翼方》在此基

础上加白芷、川芎、桔梗、天麻等［18］。在内伤疾

病治疗中，辛温药也发挥着开窍醒神的功效，如

通关散之皂荚、细辛，治卒中风邪，昏闷不醒；

解语丹之木香、菖蒲，治心窍闭塞、言语不利等。

4 小结 
基于“辛能行散，温能助阳”理论，辛温药

物在疫病防治中，可发挥温通阳气、消阴导浊、

开窍醒神的功效；在古代疫病处方中，辛温药被

单独应用或配伍甘温、苦温、苦寒、辛凉、甘寒、

淡渗等药味，发挥解表、逐邪、辟秽、畅热、醒

神等治疗作用，用以治疗寒热疫病所见阴寒偏盛、

湿浊秽毒、心包内闭及邪毒内陷等证。总之，疫

病复杂且兼症、变症种类多样，在组方、配伍中

辨证使用辛温药味，对于疫病的临床治疗思路和

实践途径有一定的拓展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医

药治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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