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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燥咳嗽起源于《内经》，但形成为较为系统的理论及
治法方药却主要在明清温病学派。 重温其理论渊流及临床意
义，对于更好地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防治肺系疾病不无裨益。
1%%%%《内经》关于秋燥咳嗽的论述

《内经》关于秋燥之咳可散见于有关篇目，燥为秋令主
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
为金 ，在体为皮毛，在肺为脏。 ”指出了肺应天象为燥 ，在五
行属金。 《灵兰秘典论》中提出“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
辛。 ”金属燥，是生理状态下肺的五气、五行、五方所属。 病理
上六淫太过，秋燥伤肺，《生气通天论》云：“秋伤于燥，上逆
而咳，发为痿厥。”有关秋燥咳嗽的治疗，“燥者濡之”治则实
已示后人以大法。《至真要大论》说：“燥淫于内，治以苦温，
佐以甘辛。 ”亦成为后来明清温病学家苦温润燥治秋咳的理
论依据。
2%%%%秋燥咳嗽有关理论在明清温病学派的发展

明清温病学派的兴起， 秋燥咳嗽理论才得到重视与发
展，形成较为系统的理法方药。 重视秋燥，首推喻嘉言著《秋
燥论》。 在《内经》基础上，其第一次对秋燥咳嗽的病因病机
及证治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对后来的温病学家产生极大影
响。 喻氏明确指出“燥气先伤上焦华盖”，认为经言“诸气抑
郁，诸呕喘呜皆属于肺”亦当责之于秋燥。 皆因燥邪伤肺，肺
失治节所致，乃“燥证之极也”，并为《内经》“秋伤于湿”误
文正本清源 ，同时对燥邪干于内所引起病理变化也有一定的
认识 。 在喻氏影响下,吴鞠通明列秋燥为九种温病之一 ； 叶
天士氏亦明言“燥气上受 ，先干于肺，令人咳嗽。”（叶天士
医案·咳嗽门） 以喻氏学说为基础，发展统一了以初秋秋阳
以曝，燥气烈为温燥；晚秋西风肃杀，天气凉为凉燥 。 秋燥的
分类为秋燥咳嗽治疗提供了理论核据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秋燥咳嗽的辨证施治。 喻氏在阐明《内经》治则内涵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秋燥咳嗽证治，如对《内经》“燥淫于内 ， 治以
苦温 ,%佐以甘辛”治则作了阐释，用火之味而制其胜也，宜补
则佐酸，宜泻则佐辛，其下之亦以苦温，力主化刚为柔，倡苦

温燥论，辛寒泻热，反对过用寒凉，谓“以清热和平之方 ”,%
制乃尽善，其身体力行，创清燥救肺汤，熔苦温辛寒、甘柔濡
润于一炉，开补土生金、清燥救肺之先河。 吴鞠通氏自制杏苏
散、桑杏汤，分别成为治温燥、凉燥之两大代表方剂沿用至
今。 叶天士氏则重清润养阴、甘寒润燥颇有新意。
3%%%%学习秋燥咳嗽有关理论的现实意义

从近年临床发病率来看，深秋甚至长夏，初秋咳喘发作
者不在少数，作者曾连续治疗近 20名秋燥咳嗽患者，此类病
人多素体肺气虚 ，吐纳功能减弱，宗气不足以抗燥热病邪，证
见身倦乏力，咳嗽频频无痰，口唇干裂，心烦口渴，舌红，苔薄
黄而干，脉细。 笔者常用清燥救肺汤化裁，收到较好的效果。
说明认识秋燥及其危害性，与季节变化的密切关系 ， 应引起
重视。

复习文献，重温古训，有助于对秋燥咳嗽的进一步认识
和治疗，截断秋令燥咳发展至冬喘，免犯虚虚实实之戒。 结合
临床实践 ，体会秋燥咳嗽治疗宣肺不可过温辛散，润肺不可
过于滋腻，尤忌寒凉。 外感初起，惟轻清疏散，除非转化成痰
热、痰饮（阴虚易感温燥或转化成热证，阳虚易感凉燥或转化
成寒证）， 不用苦寒清肺或辛温苦燥之品。 对于深秋初冬之
际，遇冷辄发或加重，宿有哮喘夙根者，治应宗辛温宣散。 适
佐濡润，药如杏仁、贝母、炙杷叶、紫菀、款冬之属，笔者曾用
小青龙汤合桑杏汤治疗几例慢支复感而获良效。

针对秋咳之成因和特点未病先防 ,%在暑季即可“精不
足者 ,%补之以昧 ,%形不足者 ,%温之以气”,%根据患者肺脾气虚
或肺肾阴虚之体质不同分别施补 ,%酌情予以四君子、六君子、
补中益气汤、麦味地黄汤、沙参麦冬汤等或有补益作用的中
成药丸 ,%食疗补益肺脾之气或肺肾之阴。在暑季、长夏季节或
燥邪当令之时更应注意摄生避邪 ,%避其“锐气”,%与天地如
一 ,%补泻勿失 ,%才能保存阴津、精气 ,%固本实卫 ,%不断提高人
体防御和抵抗外邪能力 , %以减少肺系疾病的发生。 古人之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恐义在于此。

（收稿日期： 2004%-11%-25）

肾阳虚衰：黎明之前，脐周作痛，肠鸣即泻，泻后痛减，腹部畏
寒，形寒肢冷，舌淡苔白，脉沉细。治法：湿肾健脾。方药：四神
丸（补骨脂、吴茱萸、肉豆蔻、五味子），严重者及年老者，可
酌加附子、炮姜、禹余粮或党参、白术、升麻。（3）肝气乘脾：
平时常有胸胁痞闷，嗳气食少，每当精神刺激，情绪紧张，则
肝气横逆乘脾，脾失健运，气机不调，故腹痛而泻。 相似于西

医之结肠应激综合征、慢性结肠炎等，是最常见之类型。 治
法：抑肝扶脾。 方药：痛泻要方（陈皮、白术、白芍、防风）。
以上 3型及 3个代表方，均为中医基本分型和代表方，易

于初学中医者和西医理解、记忆和使用，且经多年临床实践
证实为明显有效的，供大家临床选用。

（收稿日期： 2004%-10%-10）

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