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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寒感冒， 其起因通常是劳伤久倦， 再加上吹风受凉， 通

常秋冬季节多发， 病机为风寒之邪外袭、 肺气失宣所致， 症状

为恶寒重、 发热轻、 无汗、 头痛身痛、 鼻塞流清涕、 咳嗽吐稀

白痰、 口不渴或渴喜热饮、 苔薄白， 治法应以辛温解表为主。

风寒入里化热症状表现为流黄浊涕、 舌苔黄、 咳黄痰， 此时治

疗药物应予以适当调换， 以清热凉血为准， 以免延误病情。 姜

建国教授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省名中医药

专家， 第五批全国名 老 中 医 药 专 家 学 术 经 验 师 承 项 目 指 导 专

家。 笔者有幸能于姜建国名医工作室侍诊， 深谙姜教授卓越的

医术和对经典的深邃造诣。 姜教授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临床

实践经验的总结， 对外感风寒入里化热疾病的诊疗已经相当成

熟， 兹将其治疗外感风寒入里化热疾病的经验介绍如下。

1 外感风寒， 传变迅速

现 代 人 的 饮 食 中 越 来 越 多 的 涉 及 肥 甘 厚 腻， 经 常 忙 碌 熬

夜， 肥甘厚腻滋腻碍脾易导致内生痰湿， 熬夜容易耗伤阴津而

致阴虚内热， 故每当外感风寒极易入里化热， 致使病情加重，

表现为恶寒重、 发热轻、 无汗、 头痛、 鼻塞、 流黄浊涕、 喉痒

咳嗽、 咳黄痰、 舌苔黄。 小儿脏腑娇嫩， 行气未充， 乃纯阳之

体， 风寒之邪常从口鼻而入， 病情极易传变， 同样易于形成外

感风寒入里化热之证。

西医学认为， 各种可导致全身或呼吸道局部防御力降低的

原因， 如受凉、 淋雨、 过度疲劳等， 使全身或呼吸道局部防御

功能降低， 原先存在于上呼吸道或外界侵入的病毒和细菌可迅

速繁殖， 引发急性上 呼 吸 道 感 染， 从 其 症 状、 体 征 等 角 度 分

析， 当属中医学外感风寒之范畴。 虽然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多由

病毒感染引起， 具有自限性特点， 但是其病情发展迅速， 极易

引起肺炎、 心包炎等多种合并症， 目前西医治疗多以抗病毒及

对症支持治疗为主， 但是单就小儿各组织器官功能发育尚不完

善来讲， 使用这些药物可能 会 造 成 其 组 织 器 官 功 能 的 损 伤 [1]，

而应用中医中药治疗不仅极少出现上述毒副作用， 在辨证准确

的情况下更是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2 经验处方， 屡获佳效

姜教授针对临床上常见的风寒入里化热之证有其常用经验

处方： 金银花、 青蒿、 生石膏、 葛根各 30 g， 炒 牛 蒡 子、 连

翘、 羌活各 12 g， 防风、 生甘草各 6 g， 水煎服。 本方药用银

翘散两味君药金银花、 连翘辛凉轻宣， 清热解毒， 并可透热散

邪； 该病主证仍是风寒， 治疗上以解表散寒为主， 故用九味羌

活汤之羌活上行发散， 除肌表风寒之邪， 并善治肢体疼痛， 治

邪闭憎寒， 壮热无汗； 防风通治一切风邪， 泄肺实， 散头目中

滞 气， 助 羌 活 解 表 散 寒、 祛 风 止 痛； 《 滇 南 本 草》 [2]言 青 蒿

“ 去湿热， 消痰。 退五种劳热， 发烧怕冷”， 故针对恶寒发热症

状加用青蒿清热除蒸， 去湿消痰， 主阴虚发热； 《 医学衷中参

西录》 [3]述生石膏“ 凉而能散， 有透表解肌之力， 外感有实热

者， 放胆用之， 直胜金丹”， 《 本草衍 义》 [4]言“ 其 甘 也， 能

缓脾益气， 止渴去火， 其辛也， 能解肌出汗， 上行至头”， 故

针对热病不退、 心烦神昏、 渴欲饮水者加生石膏解肌清热， 除

烦止渴； 牛蒡子能升能降， 解热毒， 味苦能清火， 辛能疏风，

主治上部风痰， 面目浮 肿， 咽 喉 不 利， 凡 肺 经 郁 火， 肺 经 风

热， 悉宜用此， 故 加 炒 牛 蒡 子 辛 凉 散 风， 清 热 利 咽 以 治 喉 痒

等； 葛根， 用其凉散， 虽 善 达 诸 阳 经， 而 阳 明 为 最， 以 其 气

轻， 故善解表发汗， 凡解散之药多辛热， 此独凉而甘， 故解温

热时行疫疾， 凡热而兼渴者， 此为最良， 当以为君， 故用葛根

解肌退热， 生津止渴， 并滋汗源； 生甘草调和诸药， 并能清热

解毒利咽。 诸药同用， 透表达邪、 清热养阴， 共治风寒入里化

热之证。

3 辨证加减变化

姜教授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与体征， 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

相结合指导临床用药的加减， 往往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若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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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体质较强， 邪未入里， 寒邪仍在表者， 表现为怕冷高热、 无

汗者配麻黄、 桂枝增强发表散寒之用； 表湿较重， 肢体酸痛、

头痛头胀、 身热不扬者加大羌活用量， 或者加用独活； 头痛较

重者加白芷、 川芎散寒止痛； 身热较重者加柴胡、 薄荷疏表解

肌。 表症未解， 内有郁热， 表现为咳嗽明显者乃肺气失宣， 加

苦杏仁、 浙贝母、 前胡、 桔梗、 橘红宣通肺气加强止咳之功；

小便短赤者加滑石、 赤茯苓清热利湿； 邪已化热而烦躁甚者加

大生石膏用量以清解热邪。 若表症已经不存在， 只是单纯肺经

郁热， 表现为咳嗽痰 少、 口 鼻 干 燥 者 加 沙 参、 天 花 粉、 淡 竹

叶、 芦根清热生津； 鼻塞、 咽痒突出者加僵蚕、 蝉蜕以疏风宣

肺、 抗过敏； 咽红或咽喉肿痛者加大牛蒡子用量或加桔梗、 甘

草宣利肺气、 化痰利咽。 体质阴虚， 易生内热， 普通感冒受寒

与虚热合化为肺阴虚， 表现为干咳者加桑叶、 桑白皮、 沙参、

枇杷叶泻 肺 平 喘、 养 阴 清 肺、 止 咳 化 痰； 热 甚 者 加 栀 子、 黄

芩以清其热； 口渴、 咽 干 明 显 者 加 沙 参、 麦 冬、 天 花 粉 以 养

阴 生 津 ； 无 汗 者 加 玉 竹 滋 阴， 以 资 汗 源； 血 虚， 面 色 无 华，

唇甲色淡， 脉细者加生地黄、 当归以滋阴养血； 白薇亦可清热

和阴。

4 病案举例

范某， 男， 5 岁， 2012 年 4 月 4 日初诊。 主诉： 外感伴

咳嗽半日余。 现病史： 患儿昨日受凉后出现发热， 体温最高达

38.0℃， 伴有恶寒、 咳嗽， 鼻流清涕， 口服小儿感冒颗粒效果

差， 为求进一步治疗来诊。 现症见： 稍有恶寒， 咳嗽， 咳吐黄

白痰， 鼻塞， 流黄白涕， 晨起尤甚， 纳差， 眠可， 平素尿床，

小 便 黄 赤 ， 大 便 稍 干 。 体 格 检 查 ： 神 志 清 ， 精 神 差 ， 体 温

37.5℃， 咽 扁 桃 体Ⅱ度 肿 大， 舌 尖 红 苔 黄， 脉 滑 数。 既 往 体

健。 处方： 桑螵蛸 30 g， 金银花 15 g， 连 翘、 炒牛蒡子、 防

风、 桔梗、 白薇、 麦冬各 10 g， 炒杏仁、 川贝母、 生 甘 草 各

6 g。 3 剂， 每天 1 剂， 水煎服。 2012 年 4 月 10 日电话随访，

患儿停服以往口服药物， 改服上述汤剂 2 剂， 诸症尽愈。

按：本案患者由外感风寒兼内有蕴热所致，外感风寒之邪

侵袭肌表，郁遏卫阳，闭塞腠理，阻滞经络，致使气血运行不

畅，正邪相争，出现恶寒、发热、精神差等。外邪上犯于肺，

肺气失宣，则咳嗽；小儿乃纯阳之体，内有蕴热，外邪极易入

里化热，若侵袭肺系门户，则出现咽喉红肿热痛、鼻塞、鼻流

黄涕等；舌尖红苔黄，脉滑数俱为风寒入里化热之佐证。该处

方是在姜教授治疗外感风寒入里化热经验方的基础上加减化裁

而成，透邪达表、清热养阴，患儿发热不重，故去辛凉大寒之

石膏；咳吐黄白痰、扁桃体肿大，故加炒杏仁、桔梗宣利肺

气、化痰利咽，麦冬以清心润肺、养阴生津，川贝母止咳化

痰、清热润肺，白薇亦可清热滋阴；另加桑螵蛸益肾固精缩

尿。全方加减灵活，辨证用药，2 剂尽愈。
姜教授应用该经验处方加减治疗风寒入里化热屡获佳效，

但是对于兼具热甚灼阴、 肝 肾 阴 虚 的 患 者 亦 当 慎 重 用 药。 譬

如， 葛根其根最深， 吸引土中之水气， 以上达于藤蔓， 故能升

津液、 起阴气， 叶天士说： “ 其主消渴者， 葛根辛甘， 升腾胃

气， 气上则津液生也” [5]。 《 本经》 记载葛根起阴气， 天花粉

补虚安中， “ 起” 是“ 搬运” 的功能， “ 补” 相当于能够从外

部注入水， 就像庄稼生长所用的水， 一方面来自天空降水， 一

方面来自江河湖泊或地下水， 天花粉就相当于天空降水， 葛根

起阴气就相当于用抽水机从地下抽水， 越抽水位越低， 因为葛

根不能真正生水， 所以古人说下焦阴虚者忌用葛根， 另外还有

“ 柴胡劫肝阴， 葛根劫胃汁” 的 说 法。 天 花 粉 虽 能 补 虚 安 中，

但并不是补气血， 而是补水、 补津液， 降水过多又容易涝灾，

故脾胃虚寒作泄者、 木火之真气不升不达者不宜服天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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