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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研读《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所记载的有关“咽塞”的条文,从“寒留三焦”理论论治咽

塞,旨在把握张仲景论治咽塞的理论观念,为现代中医临床辨治咽塞相关疾病提供古籍文献依据。 三焦与

咽喉在生理、病理上密切联系,寒留上、中、下三焦任意一处均可导致咽塞病证。 根据寒邪所在病位、脏腑的

不同,其治疗方法也有所不同。 寒留上焦(寒饮伤肺证、寒饮停于胸膈证),当辛温祛寒兼以温中化饮;寒居

中焦(脾胃虚寒证、寒热错杂证),当温中散寒,对于寒郁化火者,当清上温中;寒留下焦(寒伏于肾证、寒阻关

元证),当通阳散寒兼以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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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塞是指咽喉部的梗塞不舒,其可以作为独立

病名,如《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载:“佗行道,见
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也可作为独立的症状

存在于咽喉疾病中,如急慢性咽喉炎、急慢性扁桃

体炎等;此外,也可作为伴随症状存在于其他疾病

中,如哮喘、肺源性心脏病(简称为肺心病)、奔豚气

等。 正是由于咽塞有如此之多的内涵,故其具有深

刻的研究意义。 目前,中医学对于咽塞的病因病机

认识还不够全面,而研读《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可

发现,其中关于咽塞的条文达 11 条,观其病因多由

寒邪所致。 现将“寒留三焦”应用于咽塞治疗的理

论探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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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焦与咽喉的关系

　 　 《灵枢·营卫生会》记载:“上焦出于胃上口,并
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 “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

后”“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出焉”,将三焦

的定位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张仲景继承

了《黄帝内经》中的“部位三焦”理论,将脏腑所在位

置从上至下分为上、中、下三焦。 在功能上,仲景首

创“三焦竭部”理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竭”
为“负举也”,引申为更迭、负载之意,指三焦中任意

二焦继前者之后,承担运行之职,同时又不完全排

斥甚至摒弃前者。 三焦相竭,指出三焦之间具有整

体恒动性,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1] 。
　 　 咽喉位居上焦,上连于口,下连胃系,为肺胃之

门户,乃饮食呼吸之要道,是连接上焦与中焦之桥

梁。 中焦脾胃得益于咽喉吞咽功能而受纳水谷,上
焦咽喉又受中焦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而得以滋养濡

润,同时也赖于脾胃升降之机以发挥其吞咽功能。
若上焦受病,直中咽喉,可见咽干、咽痛、咽塞等咽

喉不利之症;若中焦受病,脾升胃降功能失司,则导

致浊邪上逆于咽喉,所谓“上焦不归者,噫而酢吞”;
下焦肾又通过经络循行与咽喉相连,当下焦受病,
病邪随经上犯而影响咽喉功能,因此三焦与咽喉在

生理与病理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　 寒留上焦

2. 1　 寒饮伤肺证　 肺为华盖,居于上焦,咽喉为肺

之门户,肺脏受邪,咽喉首当其冲,而肺脏娇弱,易
受寒邪侵袭。 早在《难经·四十九难》中就有“形寒

饮冷则伤肺”的记载。 张仲景在《伤寒论·辨脉法》
中指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寒饮的

形成是由于中焦脾胃虚寒,升降失调,将水湿之邪

上注肺中,导致寒饮客肺。 肺内素有水饮,复又外

感寒邪,两寒相搏结,浊邪上冲,客于咽喉则出现咽

喉发紧,梗塞不舒,严重者可出现呼吸困难等症。
故应选用辛温发散之法向上向外发散肺与咽喉中

寒饮,同时还需兼顾其内在水饮,选辛温燥湿之法

以化之。 其所创的“小青龙汤”具有表里同治之功,
可治外寒内饮伤肺而出现的咽塞之症状。 临床上

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心病、支气管哮喘等证

属外寒内饮、症见咽喉梗塞不舒的患者,运用小青

龙汤加减均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例如温柠如等[2]

利用小青龙汤加减治疗支气管哮喘证属寒哮者,其

喘息憋闷、喉中痰鸣声等症状可得到明显改善,为
临床治疗支气管哮喘提供了新思路。
2. 2　 寒饮停于胸膈证 　 胸膈处于胃之上部,位居

上焦,咽喉居胸腔之内,胸膈受寒,累及咽喉。 《伤

寒论·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云:“病如桂枝证,头不

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

息者,此为胸中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本证病

机乃是因于寒痰阻于胸膈,上焦气机升降功能失

常,影响咽喉所致。 寒主收引,寒痰凝聚咽喉,导致

咽喉收缩拘急,故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 仲景遵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高者因而越之”的治则,
选取瓜蒂与赤小豆合用,以涌吐之法将胸膈中寒痰

从上而除,如此胸中气机升降恢复正常,聚于咽喉

之痰气得散,“不得息”之症自可得解。
3　 寒留中焦

3. 1　 脾胃虚寒证 　 咽喉下接胃口,受中焦脾胃运

化的五谷精微之气润养而发挥正常功能,因此咽喉

与脾胃之间联系密切。 仲景辨治咽喉部症状也善

从脾胃论治,其云“四季脾旺不受邪”,脾气充健,则
邪不可干[3] 。 反之,若中焦脾胃受病,则会导致“荣

卫虚,三焦无所仰”,而致百病丛生。 当脾胃阳气虚

竭于内,则会导致阴寒内生,胃中饮食水谷不能得

脾阳运化成精微,聚而化为浊邪,与阴寒相搏生成

寒浊,寒浊上逆于咽喉,则发生噎塞。 如《伤寒论·
辨脉法》云:“趺阳脉浮,浮则为虚,浮虚相搏,故令

气噎,言胃气虚竭也。” 若脾阳虚,则不能化饮食精

微为卫气以固表。 此时若寒邪外侵,可沿口鼻进入

咽喉,出现咽喉紧痛、呼吸不利等症状。 外寒侵袭,
首先犯肺,肺主声,肺气不利则出现声音浑浊之象,
即所谓“阳气微厥,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嚏而出之,
声嗢咽塞”。 其创立的桂枝汤类方、甘草干姜汤、理
中汤等为后人采用温中法治疗急慢性咽喉炎证属

中阳不足、症见咽喉梗塞不舒症者提供了思路。
3. 2　 寒热错杂证　 寒邪久郁中焦,郁而化火,阴火

蒸腾,熏蒸咽喉,则出现咽喉梗阻、声音嘶哑等表

现。 《金匮要略》记载的狐惑病中“声暍”则是由于

脾胃虚寒、阴火上乘所致,其所用的甘草泻心汤即

为半夏泻心汤重甘草用量所得。 后世医家遵仲景

平调寒热之法,用泻心汤类治疗咽塞、咽痛、反流性

食管炎等咽喉不利的病证取得了良好疗效。 其中

脾胃虚寒为重则选甘草泻心汤类,咽喉痰多者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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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类方。 程方教授遵仲景之法,运用半夏

泻心汤加减治疗咽喉杂病症见咽喉梗塞、吞咽困

难、纳差、便溏等症的患者,取得了良好疗效[4] 。
4　 寒留下焦

4. 1　 寒伏于肾证　 肾居下焦,为一身阳气之本,若
外寒直中于肾,肾中阳气被遏,无法助运脾阳化生

荣卫之气抗邪外出,导致外寒直中咽喉,出现咽紧、
咽痛、呼吸不畅等症状。 在经络循行方面,足少阴

肾经循咽喉,挟舌本,因此肾又可通过经脉循行与

咽喉相连。 若肾中有寒,亦出现咽喉拘急梗塞、疼
痛等症状。 张仲景在《伤寒论》少阴篇专设五条治

咽痛之方,其中半夏散及汤方即是治疗少阴客寒之

咽痛方。 外寒直中少阴,肾阳被遏,脾阳无以得温,
水湿无以运化,聚而成为寒痰,寒痰怫逆,则出现咽

喉肿痛、梗阻不舒等症状。 寒邪中于少阴,当时并

未发病,后复感外寒,肾阳被伏邪所遏,无以温运脾

阳使其化为荣卫之气抵御外寒,两寒相搏结闭阻咽

喉,亦出现上述之症状。 故可用通阳散结之法祛肾

中寒邪,通利咽喉。 其方药组成中,桂枝辛温,温经

通阳、散寒降逆,肾中阳气得舒,脾阳得以相资,则
无生痰之源;半夏辛温可散其上逆之寒邪,质滑可

涤咽中之寒痰;炙甘草性甘味平,缓咽中之痛,和白

饮温补中焦脾胃。 四药合用,肾寒得温,脾阳得运,
寒痰得去,咽痛、梗塞之症自消。 现代临床应用半

夏散及汤方加味治疗寒痰凝结型慢性咽炎、急性化

脓性扁桃体炎等疾病,其咽喉肿痛、梗塞不利的症

状均得到了显著改善[5-6] 。
4. 2　 寒阻关元证　 关元居于下焦,为足三阴、任脉

之会,通过经脉循行与咽喉相连。 其又是元气汇聚

之地,肾中阳气在关元处通过经脉循行与三焦气化

运行周身。 若关元受寒,当正气充盛之时,寒邪伏

于关元,始不觉病,当阳气虚衰时,就会导致肾中阴

寒之邪从关元沿任脉循行直上咽喉,出现咽喉梗

塞、不得息之症状。 《金匮要略》 载:“寸口脉沉而

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当

微,年盛不觉。 阳衰之后,荣卫相干,阳损阴盛,结
寒微动,肾气上冲,咽喉塞噎。”其谓之奔豚气,并创

平冲降逆、温阳散寒之法以平复上逆之寒邪。 现代

临床上患有癔病、神经症以及冠心病等的患者会有

气从少腹上冲于咽喉部、咽喉梗阻不舒的表现,可
遵仲景温阳平冲降逆之法以治其上逆之寒气。

5　 小　 　 结

　 　 综上所述,《伤寒杂病论》 中咽塞相关理论与

方药散见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各篇之中,而
并未形成系统。 笔者从“寒留三焦”角度初步总结

了张仲景有关咽塞的辨治方法,对张仲景从三焦

论治咽喉疾病进行了初步阐释。 通过研究发现,
咽塞病位在上焦,主要是由寒邪所致,可根据“三

焦竭部”理论,从上中下三焦分别论治,但三焦同

时也承受荣卫之气而得以正常运行,荣卫虚则三

焦无所依,而荣卫出于中焦脾胃,故在治疗上下二

焦时,应注意顾护中焦脾胃。 寒在上焦,当辛温祛

寒兼以温中化饮;寒居中焦,当温中散寒,对于寒

郁化火者,当清上温中;寒留下焦,当通阳散寒兼

以温中。 对于咽塞的论治研究,未来还需进一步

挖掘、整理、探析《伤寒论》 与《金匮要略》 中记载

的相关条文,为现代中医治疗咽喉病证提供更多

的文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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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养生技巧要学会(二)
　 　 惊蛰锻炼:多去户外

在惊蛰春分之时要注意保暖,保证睡眠时

间,规律起居,适当锻炼。 同时还可以多参加

一些户外活动,如踏青、慢跑、晨练等,调动自

身的阳气,增强人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但注意要少去人口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以免感染或传播流行性疾病。 (高继明, ht-
tp: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19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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