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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热 作 为 儿 童 最 常 见 的 临 床 症 状 之 一 ， 可 见 于 多 种 疾 病 。

中 医 学 多 根 据 感 邪 性 质 的 不 同 ， 分 为 外 感 和 内 伤 两 类 ： 其 中

恶 寒 发 热 、 但 热 不 寒 、 寒 热 往 来 等 ， 病 程 较 短 者 ， 多 属 外 感 ； 低

热 、 潮 热 ， 时 发 时 止 ， 病 程 较 长 者 ， 多 属 内 伤 。 周 期 性 发 热 ， 有

类 于 古 代 所 述 “ 疟 ” “ 厥 热 胜 复 ” “ 寒 热 注 候 ” 等 。 在 为 数 不 多 的

有 关 周 期 性 发 热 的 论 述 中 ， 如 《 诸 病 源 候 论 · 注 病 诸 候 》 云 ：

“ 凡 注 之 言 住 也 ， 谓 邪 气 居 住 人 身 内 ， 故 名 为 注 … … 故 发 寒 热 ，

去 来 连 年 ， 有 时 暂 瘥 而 复 发 ， 故 谓 之 寒 热 注 。 ” [1-2]其 描 述 了 “ 寒

热 注 候 ” 的 发 热 ， 具 有 去 来 连 年 、 周 期 发 作 的 特 点 。 本 文 以 基

本 病 机 为 引 ， 查 各 家 医 案 记 载 ， 结 合 笔 者 临 证 体 会 ， 刍 议 儿 童

周 期 性 发 热 的 中 医 辨 治 。

1 基本病机概述

基 本 病 机 是 指 机 体 对 于 致 病 因 素 的 作 用 所 产 生 的 最 基

本 的 病 理 反 应 ， 是 各 种 疾 病 病 理 变 化 中 的 一 般 规 律 。 笔 者 将

从 阴 阳 失 调 、 伏 邪 病 机 、 瘀 血 病 机 论 述 。

1.1 阴阳失调 以 阴 阳 失 调 为 发 热 基 本 病 机 ， 早 在 《 黄 帝 内

经 》 中 已 有 论 述 ， 如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云 “ 阳 胜 则 热 ” ，

《 素 问 · 调 经 论 篇 》 云 “ 阴 虚 则 内 热 ” 等 。 对 发 热 周 期 性 发 作 较

为 详 细 的 论 述 有 《 诸 病 源 候 论 · 注 病 诸 候 · 寒 热 注 候 》 ： “ 注 者

住 也 ， 言 其 病 连 滞 停 住 ， 死 又 注 易 傍 人 也 。 阴 阳 俱 虚 ， 腑 脏 不

和 ， 为 风 邪 搏 于 血 气 。 血 者 阴 也 ， 气 者 阳 也 ， 邪 搏 于 阴 则 寒 ， 搏

于 阳 则 热 ， 致 使 阴 阳 不 调 ， 互 相 乘 加 ， 故 发 寒 热 ， 去 来 连 年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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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暂 瘥 而 复 发 ， 故 谓 之 寒 热 注 。 ” 寒 热 注 候 主 要 表 现 为 发 热 周

期 发 作 ， 其 基 本 病 机 为 阴 阳 失 调 。 后 世 中 医 时 间 医 学 研 究 有

提 到 ， 周 期 性 发 热 、 定 时 发 作 等 现 象 ， 被 认 为 是 体 内 病 变 使 气

血 阴 阳 盛 衰 消 长 规 律 与 自 然 界 的 时 间 节 律 不 相 适 应 的 缘

故 [3-4]。 笔 者 临 证 中 亦 谨 守 病 机 ， 以 阴 阳 失 调 作 为 周 期 性 发 热

的 基 本 病 机 。

1.2 伏邪病机 清 代 医 家 周 学 海 提 出 “ 伏 邪 皆 在 膜 原 ” 说 ， 他

认 为 人 感 受 四 时 不 正 之 气 ， 变 为 伏 邪 潜 伏 于 体 内 ， 附 着 于 膜

原 部 位 。 程 杏 轩 《 医 述 》 云 ： “ 若 伏 邪 未 尽 ， 必 复 发 热 ， 其 热 有 轻

有 重 ， 因 所 感 之 浅 深 ， 元 气 之 盛 衰 也 。 ” [5-6] 张 琪 认 为 ， 伏 邪 为

病 ， 人 多 忽 视 。 周 期 性 发 热 即 正 邪 相 争 的 表 现 ， 伏 邪 郁 于 少

阳 ， 欲 达 不 能 达 ， 正 气 欲 驱 邪 外 出 而 不 能 出 [7-8]。 杨 培 坤 曾 于 临

证 中 提 出 ， 伏 邪 为 病 ， 并 不 罕 见 ， 但 人 多 忽 视 之 ， 以 致 轻 病 转

重 ， 缠 绵 难 愈 ， 皆 因 病 本 不 明 之 故 也 [9]。

1.3 瘀血病机 颜 德 馨 曾 提 出 “ 久 病 必 有 瘀 ， 怪 病 必 有 瘀 ” [10]

之 论 点 ， 瘀 血 证 的 发 热 ， 可 有 全 身 发 热 和 局 部 发 热 两 类 。 全 身

发 热 可 表 现 为 持 续 高 热 不 退 ， 或 低 热 绵 绵 ， 或 往 来 寒 热 ， 或 午

后 潮 热 ， 或 周 期 性 发 热 等 [11]。

2 证治思辨

古 代 医 家 对 于 发 热 的 论 述 诸 多 ， 早 在 《 黄 帝 内 经 》 就 有

“ 今 夫 热 病 者 ， 皆 伤 寒 之 类 也 ” ， “ 人 之 伤 于 寒 也 ， 则 为 病 热 ” 等

认 识 。 张 仲 景 《 伤 寒 论 》 中 对 发 热 的 描 述 有 许 多 ， 如 “ 微 热 、 无

大 热 、 壮 热 、 潮 热 、 往 来 寒 热 ” 等 ， 也 记 载 许 多 治 疗 发 热 的 经

方 ， 诸 如 麻 黄 汤 、 桂 枝 汤 、 白 虎 汤 、 小 柴 胡 汤 等 。 发 热 作 为 温 病

的 主 症 ， 时 至 明 清 （ 温 病 学 发 展 的 鼎 盛 时 期 ） ， 出 现 辨 治 发 热

一 众 名 方 ， 如 银 翘 散 、 清 营 汤 、 青 蒿 鳖 甲 汤 、 三 仁 汤 、 安 宫 牛 黄

丸 、 清 瘟 败 毒 饮 等 。 纵 观 古 今 ， 中 医 对 发 热 已 形 成 全 面 的 辨 证

论 治 体 系 ， 周 期 性 发 热 亦 可 参 之 ， 但 与 常 见 发 热 之 证 有 别 。 笔

者 将 从 营 卫 不 和 证 、 邪 犯 少 阳 证 、 邪 伏 膜 原 证 、 阴 虚 伏 热 证 、

瘀 血 发 热 证 5 证 述 之 。

2.1 营卫不和证 周 期 性 发 热 之 营 卫 不 和 证 ， 症 见 发 热 周 期

性 反 复 ， 发 热 恶 风 ， 汗 出 热 不 解 ， 或 有 反 复 鼻 塞 流 涕 ， 神 倦 乏

力 等 症 ， 舌 淡 红 ， 苔 薄 白 ， 脉 浮 弱 。 为 表 证 未 除 、 表 阳 气 虚 、 阴

亦 不 足 ， 致 阳 不 能 为 阴 之 使 ， 阴 不 能 为 阳 之 守 ， 加 之 表 证 未

除 ， 祛 邪 未 尽 ， 正 邪 交 争 ， 发 热 之 症 周 而 复 始 ， 法 当 扶 阳 解 表 ，

与 桂 枝 加 附 子 汤 证 契 合 。 《 伤 寒 论 》 第 20 条 ， 桂 枝 加 附 子 汤 证 ，

原 文 中 虽 未 提 及 其 可 治 疗 周 期 性 发 热 ， 但 紧 扣 其 病 机 ， 临 证

遇 阳 虚 之 体 、 营 卫 不 和 之 证 ， 可 予 此 方 验 之 。

汤 承 祖 [12]曾 治 一 左 下 肢 静 脉 曲 张 术 后 周 期 性 发 热 患 者 ，

每 月 发 热 1 次 ， 症 状 基 本 相 同 ， 不 治 疗 能 自 行 缓 解 ， 发 热 时 最

高 体 温 达 39 益 左 右 。 诊 其 为 阴 阳 失 调 ， 营 卫 不 和 ， 投 桂 枝 加 附

子 汤 以 燮 理 阴 阳 ， 调 和 营 卫 ， 药 合 病 除 。

2.2 邪犯少阳证 周 期 性 发 热 之 邪 犯 少 阳 证 ， 症 见 寒 热 往

来 ， 周 期 反 复 ， 口 苦 胁 痛 ， 心 烦 喜 呕 ， 咽 干 目 眩 ， 舌 淡 红 ， 脉 弦 。

邪 在 表 里 之 间 ， 正 邪 交 争 ， 发 热 交 替 出 现 ， 休 作 有 时 。 小 柴 胡

汤 作 为 少 阳 证 主 方 ， 虽 未 言 明 其 可 治 疗 周 期 性 发 热 ， 但 有 提

及 “ 往 来 寒 热 ” 。 《 伤 寒 论 》 第 96 条 ： “ 伤 寒 五 六 日 ， 中 风 ， 往 来 寒

热 ， 胸 胁 苦 满 ， 默 默 不 欲 饮 食 ， 心 烦 喜 呕 ， 或 胸 中 烦 而 不 呕 ， 或

渴 … … 小 柴 胡 汤 主 之 。 ” 且 小 柴 胡 汤 方 的 使 用 ， 在 原 文 中 有 提

出 ， 《 伤 寒 论 》 第 101 条 ： “ 伤 寒 中 风 ， 有 柴 胡 证 ， 但 见 一 证 便 是 ，

不 必 悉 具 。 ” 历 代 医 家 以 小 柴 胡 汤 治 疗 周 期 性 发 热 之 验 案 不 胜

枚 举 ， 吾 辈 亦 可 观 其 脉 症 ， 随 证 治 之 。

王 付 [13]曾 有 一 案 ， 9 岁 女 孩 ， 周 期 性 发 热 3 年 ， 发 热 持 续 时

间 4 d， 经 治 疗 或 不 经 治 疗 ， 高 热 4 d 即 自 行 消 退 。 屡 查 血 常 规

及 进 行 细 菌 培 养 等 ， 未 发 现 明 显 异 常 ， 多 次 经 中 西 医 治 疗 ， 还

服 用 免 疫 调 节 剂 等 ， 未 能 取 得 治 疗 效 果 ， 仍 然 周 期 性 高 热 发

作 。 就 诊 时 ， 神 疲 乏 力 ， 言 语 不 多 ， 咽 干 ， 两 目 血 络 偏 赤 ， 舌 质

红 ， 苔 薄 略 黄 ， 脉 略 弦 细 。 诊 为 少 阳 胆 热 气 郁 证 ， 以 小 柴 胡 汤

加 味 ， 随 诊 月 余 ， 周 期 性 发 热 停 止 。 本 案 以 小 柴 胡 汤 清 胆 热 ，

调 气 机 ， 补 益 正 气 ， 加 鳖 甲 以 滋 阴 清 热 ， 牡 丹 皮 、 生 地 黄 以 清

热 凉 血 ， 知 母 清 热 养 阴 。 方 药 相 互 为 用 ， 以 奏 其 效 [13]。

沈 元 良 [14]曾 述 一 周 期 性 发 热 病 例 ， 云 ： “ 有 类 厥 热 胜 复 ， 又

类 于 疟 ， 乃 因 ‘ 足 少 阳 胆 与 手 少 阳 三 焦 合 为 一 经 … … 若 受 湿

遏 热 郁 则 三 焦 气 机 不 畅 ， 胆 中 枢 火 乃 炽 ’ ， 故 宜 蒿 芩 清 胆 汤 清

泻 胆 火 。 ”

安 秀 平 曾 治 一 周 期 性 发 热 患 者 ， 每 隔 1 个 月 高 热 1 次 ， 1 d

后 自 行 缓 解 ， 西 医 检 查 无 任 何 阳 性 表 现 ， 中 医 亦 无 证 可 辨 ， 诸

药 乏 效 。 后 思 其 类 似 少 阳 证 的 往 来 寒 热 ， 遂 用 小 柴 胡 汤 治 疗

而 收 全 功 [15]。

2.3 邪伏膜原证 周 期 性 发 热 之 邪 伏 膜 原 证 ， 症 见 寒 热 或 憎

寒 壮 热 ， 周 期 反 复 ， 午 后 热 甚 ， 胸 胁 满 痛 ， 腹 胀 呕 吐 ， 便 滞 不

畅 ， 苔 白 厚 腻 ， 舌 红 等 。 有 类 于 上 述 邪 犯 少 阳 证 ， 但 又 有 别 ， 以

方 测 证 ， 邪 犯 少 阳 证 以 六 经 辨 之 ， 又 可 言 其 为 伤 寒 少 阳 证 ， 初

为 外 感 而 设 ； 邪 伏 膜 原 证 ， 为 吴 又 可 首 次 提 出 ， 其 指 出 膜

原 — —— “ 内 不 在 脏 腑 ， 外 不 在 经 络 ， 舍 于 夹 脊 之 内 ， 去 表 不 远 ，

附 近 于 胃 ， 乃 表 里 分 界 ， 是 为 半 表 半 里 ” [16]。 湿 热 秽 浊 之 疫 邪 盘

踞 于 此 ， 发 表 、 攻 里 均 非 所 宜 ， 故 创 制 达 原 饮 ， 以 开 达 膜 原 之

邪 。 笔 者 临 证 中 ， 若 热 重 于 湿 ， 合 蒿 芩 清 胆 汤 ； 若 湿 重 于 热 ， 合

三 仁 汤 ， 或 予 柴 胡 达 原 饮 。

刘 渡 舟 曾 治 一 周 期 性 发 热 患 者 ， 半 月 发 作 1 次 ， 不 治 疗 可

自 然 热 退 ， 发 热 原 因 不 明 。 两 胁 痛 ， 腹 痛 ， 舌 红 ， 苔 白 厚 腻 如 积

粉 。 证 属 肝 胆 湿 热 ， 用 小 柴 胡 汤 合 达 原 饮 。 发 热 、 苔 厚 腻 如 积

粉 ， 为 达 原 饮 证 ； 两 胁 痛 而 发 热 ， 为 小 柴 胡 汤 证 [17]。

2.4 阴虚伏热证 周 期 性 发 热 之 阴 虚 伏 热 证 ， 症 见 身 热 畏 寒 ，

周 期 反 复 ， 两 颧 潮 红 ， 五 心 烦 热 ， 神 疲 蜷 卧 ， 口 不 渴 或 喜 热 饮 ，

小 便 短 黄 ， 唇 舌 淡 白 ， 苔 白 滑 ， 脉 沉 细 无 力 。 因 素 体 阴 虚 ， 阴 虚

不 能 敛 阳 ， 虚 阳 外 越 ， 又 有 所 感 伏 邪 ， 邪 从 热 化 ， 耗 气 伤 阴 ， 正

虚 不 能 抗 邪 ， 正 邪 相 持 ， 而 使 周 期 性 发 热 日 久 不 愈 。 法 当 滋 阴

退 热 ， 清 除 余 邪 。 与 秦 艽 鳖 甲 散 之 证 治 相 合 ， 其 主 治 素 体 阴

虚 ， 感 受 外 邪 ， 变 生 内 热 所 致 的 阴 虚 伏 热 证 ， 以 里 证 （ 阴 虚 ） 重

于 表 证 为 主 要 特 征 [18]。 若 伏 邪 才 传 入 里 ， 亦 可 予 清 营 汤 ， 以 清

营 透 热 转 气 。 若 津 伤 甚 者 ， 可 合 青 蒿 鳖 甲 散 以 增 滋 阴 退 热

之 功 。

唐 士 城 曾 治 一 原 因 不 明 周 期 性 发 热 病 例 ， 言 其 病 因 病 机 ，

饮 食 起 居 不 节 ， 劳 倦 内 伤 ， 外 邪 乘 虚 而 入 ， 深 入 营 分 ， 内 外 相

搏 ， 是 以 营 分 伏 热 ， 则 时 常 发 热 ， 予 犀 角 地 黄 汤 加 减 治 之 而

愈 ， 随 访 未 再 复 发 [19]。

周 耀 庭 曾 治 一 患 者 ， 周 期 性 发 热 6 年 ， 与 季 节 无 关 。 每 隔

20耀50 d 发 热 1 次 ， 每 次 持 续 时 间 为 7耀10 d。 平 素 不 易 感 冒 ， 性

急 ， 多 梦 ， 咽 干 ， 汗 少 。 诊 为 肾 阴 虚 ， 相 火 旺 ， 内 热 生 。 予 青 蒿 鳖

甲 汤 合 秦 艽 鳖 甲 散 加 减 。 虽 诸 般 症 状 复 杂 ， 但 以 中 医 病 机 分

析 ， 实 属 同 一 病 机 ， 为 阴 虚 生 内 热 ， 突 出 “ 同 一 病 机 ， 多 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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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的 特 点 ， 诚 如 《 黄 帝 内 经 》 所 云 ：“ 谨 守 病 机 ” [20]。

2.5 瘀血发热证 周 期 性 发 热 之 瘀 血 发 热 证 ， 症 见 低 热 反 复 ，

周 期 而 作 ， 局 部 刺 痛 ， 咽 燥 而 漱 水 不 欲 咽 ， 肌 肤 甲 错 ， 面 色 晦

暗 ， 舌 紫 暗 ， 或 有 瘀 点 ， 脉 涩 。 因 久 病 致 瘀 ， 积 瘀 化 热 ， 瘀 热 内

盛 ， 营 卫 失 调 ， 因 而 发 热 。 “ 瘀 血 发 热 ” 一 证 最 早 由 清 代 唐 容 川

在 《 血 证 论 》 中 提 出 。 热 源 于 瘀 血 ， 故 逐 瘀 即 可 清 热 ， 瘀 尽 则 热

退 。 法 当 逐 瘀 清 热 。 方 以 血 府 逐 瘀 汤 加 减 之 ， 须 结 合 舌 脉 ， 可

加 清 散 凉 血 或 温 散 活 血 之 味 。

除 上 述 ， 蒲 辅 周 曾 结 合 三 因 制 宜 之 法 ， 治 一 周 期 性 发 热

患 者 ， 按 季 节 灵 活 处 方 用 药 ， 暑 天 选 用 四 妙 丸 加 茵 陈 、 青 蒿 、

木 瓜 、 荷 叶 等 清 热 利 湿 ， 入 秋 后 用 五 积 散 合 四 妙 丸 加 味 ， 祛 寒

除 湿 ， 以 提 高 疗 效 。 为 配 合 季 节 ， 还 需 注 意 用 药 的 剂 型 [21]。

临 证 之 时 ， 还 需 随 证 加 减 ， 发 热 作 为 本 病 的 主 证 之 一 ， 前

文 已 述 ， 此 处 不 再 赘 述 。 若 外 邪 犯 于 肺 卫 ， 肺 卫 失 宣 ， 可 见 鼻

塞 、 流 涕 、 咳 嗽 之 证 ， 加 白 芷 、 辛 夷 、 鹅 不 食 草 等 。 湿 热 或 痰 浊

等 邪 ， 阻 碍 脾 胃 气 机 升 降 ， 脾 气 升 清 、 胃 气 降 浊 的 功 能 受 影

响 ， 中 焦 气 机 枢 纽 不 得 斡 旋 ， 则 生 腹 胀 ， 可 加 厚 朴 、 陈 皮 、 藿 香

等 ； 或 因 阴 伤 ， 或 因 阳 虚 ， 使 糟 粕 传 导 失 司 ， 则 生 便 秘 ， 阴 伤 可

加 玄 参 、 白 芍 、 火 麻 仁 等 ， 阳 虚 可 加 肉 苁 蓉 、 肉 桂 、 郁 李 仁 等 ；

湿 热 秽 浊 之 气 阻 于 中 焦 ， 胃 腑 腐 熟 不 足 ， 受 纳 失 司 ， 臭 秽 之 气

上 乘 于 口 ， 则 有 口 臭 ， 内 热 久 煎 ， 耗 伤 阴 液 ， 可 见 舌 苔 花 剥 ， 可

加 天 冬 、 石 斛 等 ； 湿 热 秽 浊 之 邪 上 承 舌 面 ， 舌 苔 厚 腻 ， 可 加 苍

术 、 砂 仁 等 。

3 结 语

对 于 周 期 性 发 热 的 中 医 诊 治 ， 仍 可 宗 张 仲 景 之 言 ， 谨 慎

病 机 ， 随 证 治 之 。 守 阴 阳 失 调 之 基 本 病 机 ， 结 合 伏 邪 、 瘀 血 之

治 ， 对 疑 难 杂 病 论 治 可 据 张 仲 景 脏 腑 辨 证 之 法 ， 发 热 性 疾 病

亦 可 参 见 温 病 论 治 。 临 证 之 时 ， 亦 需 虑 及 小 儿 易 虚 易 实 之 特

点 ， 实 证 不 可 汗 下 太 过 ， 当 中 病 即 止 ； 虚 证 ， 内 伤 气 血 虚 损 ， 亦

不 可 峻 补 ， 以 调 补 为 宜 。 药 力 尤 需 脾 胃 受 纳 转 输 ， 处 方 之 时 当

固 护 脾 胃 ， 强 后 天 之 本 ， 或 言 先 证 治 之 。 谨 以 本 文 ， 以 飨 同 道 ，

不 当 之 处 ， 敬 请 斧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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