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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伤发热早在《内经》已有记载。本病分为虚实两类，属

实者，多为气、血、痰、湿、食等郁结，壅遏化热而引起；属

虚者，多由气、血、阴、阳亏虚所致。病机复杂，但总属脏腑

功能失调，阴阳失衡[1]。内伤发热是与外感发热相对应的一类

发热，见于多种疾病中，如现代医学的结核病、肿瘤、血液系

统疾病、结缔组织病及不明原因的发热等。一般而言，内伤发

热病因病机较为复杂，治疗难度较大，现代医学治疗常以对症

为主，效果欠佳。中医药对本病辨证施治有独特优势。笔者于

2011 年 6 月—2015 年 1 月采用益气养阴助阳法治疗内伤发热

患者 42 例，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纳入本院门诊及住院内伤发热患者 42 例，女 20 例，男

22 例 ； 年 龄 38～85 岁 ， 病 程 1 月～1 年 ； 体 温 均 超 过

37.5℃，以午后或夜间发热，或不规则发热多见，多伴有五心

烦热、神烦少寐、口干舌燥、体倦乏力、自汗或盗汗、劳累后

加重、纳呆等症状。肺炎 27 例，癌症放疗、化疗后发热 9

例，慢性病毒性肝炎 6 例。
2 治疗方法

停用西药治疗，给予益气养阴助阳法中药，处方：何首

乌、熟地黄、党参各 20 g，甘草、肉桂各 4 g，黄芪 30 g，白

芍、知母、地骨皮各 15 g，当归、柴胡、僵蚕、蝉蜕、姜黄

各 10 g，泽泻、青皮各 6 g。加减：纳呆者加麦芽、神曲、山

楂以健脾醒胃；失眠者加远志、酸枣仁养心安神；体倦乏力、
汗出较多者加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益气养阴。每天 1 剂，

水煎服。治疗期间加强营养，忌食辛辣燥热之品，注意锻炼。
连续服药 6 天为 1 疗程。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参考文献[2]相关标准，显效：体温降至正常，兼症消失

或明显缓解，随访半年内，无复发。有效：体温恢复正常，症

状好转。无效：治疗前后无改变。
经治疗，显效 38 例，有效 3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为

97.6% 。
4 讨论

4.1 阴阳失调为本，邪热留恋为标 《素问·调经论》 曰：

“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

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充分说明了劳倦内伤脾胃之气，

导致气机升降失常，因脾主升清，胃主降浊，清阳不升则阳气

失于宣散，浊阴不降则郁而生热，营卫失荣，而生内热的病因

病机。《诸病源候论·虚劳热候》中指出：“虚劳而热者，是

阴气不足，阳气有余，故内外生于热，非邪气从外来乘也。”
《明医杂著》对内伤发热的病因病机作如下阐述：“内伤发热，

是阳气自伤不能升达，降下阴分而为内热，乃阳虚也；阴虚发

热，是阴血自伤不能制火，阳气升腾而为内热，乃阳旺也”。
以上三者均指出了内伤发热乃阴阳失衡，水火不济，虚热外越

所致。笔者认为，内伤发热之病因，多由于久病伤及正气，

或素体本虚，失于调养，以致机体气血阴阳亏虚，阴阳失衡

而引起发热；或饮食不节，损失脾胃，气血生化乏源，而使

血虚阴伤，阴不敛阳，水不制火；或大病气损及阳，脾肾阳

虚，火不归原，虚阳外浮而发热；或情志抑郁，气郁化火，

气滞血瘀发热。
4.2 益气养阴，助阴化阳 内伤发热，迁延不愈，多为本虚

标实之证，其中以阴阳气虚为主。正虚阴不足，“阴虚则内

热”，阳虚气不足，气虚则发热。而年老体弱，肾阴亏虚，水

不济火；或热病日久，耗伤气阴；或中气不足，阴火内生。如

《脾胃论》云：“夫脾胃虚弱……阴阳气血俱不足，故或热厥

而阴虚。”临床多表现为午后或夜间发热，手足心热，心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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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口干舌燥，或发热，多于劳累后发作，神疲乏力、气短懒

言等。治以扶正祛邪为则，若患者以正虚为主，则宜先扶正

气，待正气得到恢复后，可进一步祛邪。
内伤发热，病久不愈，耗伤气阴，时兼血虚的表现，同时

气损及阳，故病势缠绵难愈。辨治拟从阴阳气虚，邪热留恋治

疗。笔者结合临床经验，参照各家对内伤发热的治疗经验，以

益气养阴助阳法拟方，方由当归饮子、升降散化裁。正如《景

岳全书·寒热》云：“阴虚之热者，宜壮水以平之；无根之热

者，宜益火以培之”，方以何首乌、熟地黄滋养阴精，肉桂引

火下行；白芍、甘草酸甘化阴；党参、黄芪益气升阳，调补脾

胃，黄芪与当归合为当归补血汤，补气生血，取其“甘温除

热”之意；知母、地骨皮清退虚热；柴胡既能升举阳气，又能

透泄邪热；僵蚕、蝉蜕、姜黄乃升降散组成药，僵蚕味辛苦、
气薄，喜燥恶湿，得天地清化之气，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

清热解郁；蝉蜕气寒无毒，味咸且甘，为清虚之品，能涤热而

解毒；姜黄味辛苦，性温，无毒，祛邪伐恶，行气散郁，三者

合用因势利导，使热邪从表而出；泽泻、青皮疏泄调解而不伤

及阴分。全方以补为主，补中有泄，共奏益气养阴，助阴化

阳，祛邪透热之效。根据出现的兼症加以化裁，纳呆者可加麦

芽、神曲、山楂健脾醒胃；失眠者可加远志、酸枣仁养心安

神；体倦乏力、汗出较多者可加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益气养

阴。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何首乌、熟地黄、黄芪、党参均能增强

免疫功能。何首乌能滋补肝肾，益精填髓，因肾主骨生髓，骨

髓干细胞所产生的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均是机体特异性

免疫的物质基础[3]。张印发[4]报道，何首乌可诱导肝脏微粒体

羧基酯酶，促进体内水解过程的进行，加速体内毒物的排泄。
而地骨皮是退热作用佳而比较少副作用的常用药，其水提物、
乙醇提取物有较强的解热作用。柴胡所含成分柴胡皂苷及柴胡

皂苷元亦有很好的解热功效。
5 病案举例

黄某，女，80 岁，2014 年 11 月 23 日初诊。反复发热 4

月余，多于午后 15 时及夜间发热，体温 37.5℃～38.0℃，曾

在外院诊治近 1 月，血常规提示中度贫血，胸部 X 线片提示

肺纹理稍粗，肿瘤标志物等未见明显异常，考虑细菌感染，使

用抗生素治疗，经治疗热退又复，久未能愈，遂来本院就诊。
症见：发热(体温 38.0℃)，面色苍白，神疲乏力，口干多饮，

手心烦热，无咯血盗汗，无胸闷气促，纳呆，大便干结，舌红

少津、苔少，脉细数。辨证为阴阳气虚，邪热留恋。治宜益气

养阴，助阴化阳，祛邪透热。处方：黄芪 30 g，何首乌、熟

地黄、党参、焦三仙(神曲、麦芽、山楂)各 20 g，肉桂、甘草

各 4 g，白芍、知母、地骨皮、鳖甲各 15 g，柴胡、僵蚕、蝉

蜕、姜黄、当归各 10 g，泽泻、青皮各 6 g。每天 1 剂，水煎

分 3 次服。11 月 26 日二诊：诉服药后热峰下降，体温 37.5

～37.7℃，胃纳改善，口干症状改善不明显，舌脉同前。于前

方加生地黄、百合各 20 g。续进 3 剂。11 月 29 日三诊：自

诉已无发热，口干明显改善，胃纳、二便正常。舌淡红、苔薄

白，脉和缓。1 月后随访，患者服上方后病愈。
按：在本案中，由于患者病程已久，体质虚弱，正气不

足，故邪气易于侵袭，正如《素问·评热病论》所云：“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故以补为法，驱邪外出。其次，热为阳邪，

热邪易于趋向肌表，故使用僵蚕、蝉蜕、姜黄、柴胡因势利

导，使热邪透表而出。经治疗，患者整体状况良好，病情平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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