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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李士懋教授一生从事中医教育，对中医脉诊、汗法等均有

独到论述，在中国知名度很高。1987 年，李士懋汗法研究提出

正汗和邪汗的概念；1992 年，李士懋教授在《辽宁中医杂志》上

发表《温病忌汗 又最喜汗解刍议》，归集了冉雪峰、赵绍琴等

中医名家的汗法观点，正式提出广汗法理论；2015 年，北京中

医药大学沙茵茵的“基于定性研究方法的李士懋教授特色汗

法传承研究”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论述了李士懋教授

的汗法思想。李士懋教授将汗法分为广义发汗法与狭义发汗

法。广义发汗法是指用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使阴

阳调和，可使正汗出者，皆属广义汗法；狭义汗法实际使用时，

必加辅汗三法，即连服、啜粥、温覆，辅汗三法源自《伤寒论》桂

枝汤的服用方法，温覆、啜热粥、连服。

本文系通过学习李士懋汗法思想，反复领悟“一法之中，

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的广汗法观点。

2 热病在卫表，首当辛温发汗，散之

自秦汉医书有《黄帝内经》传世，其间有“体若燔炭，汗出

而散”等汗法指导思想，东汉《神农本草经》中即有大篇幅详细

记载麻黄、桂枝、防风、细辛、白芷、葱白等辛温发汗药物的药

性应用，一直到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外感伤寒推荐

“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方”等辛温方剂发汗退热。

东晋葛洪的《肘后急救方》中名方“葱豉汤”的辛温发汗应

用最为普及，“令一药尽治之者，若初觉头痛，肉热，脉洪起，一

二日，便作葱豉汤，用葱白一虎口，豉一升，以水三升，煮取一

升，顿服取汗”“不汗复更作，加葛根二两，再不汗加升麻三两，

五升水，煎取二升，分再服，必得汗，若不汗，更加麻黄二两”，

此方用辛温发汗的食材、药材内服发汗，以祛风寒初入卫表，

流传至今 1500 多年[1]。

3 温病最伤阴，必选清热护阴，解之

清朝中期，各地瘟疫频发，乾隆年间每两年地方瘟疫爆发

2耀3 场，现今保存有大量史料记载，温病思想指导以辛凉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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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散疏解为治疗原则，瘟疫防治中开始使用辛凉药材组方。

其中，尤以余师愚于 1794 年所著《疫病篇》中的“清瘟败

毒饮”在清代、民国乃至现代，对中医伤寒、温病治疗和防治流

行病应用最为广泛，在中医疫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恰逢

我司在民间征集方剂时，亦得民间清瘟败毒饮验方，其寒凉发

汗功效和方义思想不变，在利用常用药材对原方中贵细药材

的替换上做出了极大的创新。此方药性寒凉透邪，组方有生石

膏、水牛角、穿心莲、丹皮、白芍、连翘、甘草等。遵从古方方义

“治瘟疫选生石膏为君”；水牛角、穿心莲组合泻上焦心肺实

火；丹皮、芍药组合主泄肝经实火，因本方流传在冀中南槐河

流域，当地有汉牡丹、汉芍药 2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所以此方

中丹皮和芍药的就地取材亦有独到之处 （道地药材富硒富

锶）；连翘疏风散结，散十二经脉浮游之火，甘草补气调和诸

药。笔者曾做亲身试验，深感寒凉亦能透邪发汗的神奇，发汗

依次从小腿至胸口至双肩至额头至后背，尤其是额头微微的

黏腻质感如油似面，发热不高，持续 4耀5 小时。

4 狭义汗法专指中医汗法的外治应用技术

战国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伤痉方所载：“痉者，伤，风入

伤，身伸而不能屈，治之，熬盐令黄，取一斗，裹以布，淬醇酒

中，入即出，蔽以巾，以熨头。熨勿绝，一熨寒汗出，汗出多，能

屈伸止。熨时及已熨四日内，毋见风，过四日自适。熨先食后食

恣，毋禁毋时。”中国上古时代先祖就开始了酒熨外治技法的

应用，用于创口感染严重的并发症，主治颈项强直、角弓反张、

脑袋后仰，肺炎感染引发张口呼吸、呼吸困难等症。

中医汗法不是内服汤药的专属，在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

病论》易针为药之前，外治汗法应用已近千年，清代邹存淦的

《外治寿世方》卷一就有瘟疫酒熨和葱姜酒熨法，“治瘟疫、伤

寒、时症，或饭后气恼、心口胀闷、填塞不舒。用上好烧酒炖热，

将布二块，蘸酒自胸向下搽抹，布冷再换热布，轮替搽抹，如此

数次，其气自通而愈”。此法一能快捷高效退高热，二能发挥白

酒活血行气的医理药性。葱姜酒熨法“治伤寒胸膈不宽作痛，

一切寒结、热结、食结、痞结、水结、痰结等症，并中不堪攻击

者，以此法熨之，则滞行邪散，其效如神。连须葱头一大把，老

生姜两大块，白萝卜四五个，三味共捣碎，炖酒炒熟，用布分两

包轮换，久久罨敷心腹胸肋痛处，无不豁然自开，汗出自愈”。

5 李士懋教授“中医滋法”和《外治寿世

方》瘟疫酒熨法
李士懋教授滋法治里热主要是指滋养津液，从而促进气

机畅调，将内在的火热宣透消散。笔者得民间一位 90 岁老中

医所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滋法预防方一副，该方滋阴强肾、

补中益气，遵循中医五行相乘的原理，从肝气肾气滋益，进而

益气强心。组方金银花、牛蒡子、枸杞子、玄参、熟地、郁金、石

菖蒲等，均系滋阴益肾活血之品，却能神奇地打通人体上热下

寒的气机，调理人体阴阳，按大剂量服用亦能发汗解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防治，笔者建议优先使用葛洪《肘

后急救方》中的“葱豉汤”；辛温发汗不对症者，推荐中医滋法

发汗和瘟疫酒熨法的结合应用。李士懋教授将中医汗法外治

应用定名为“狭义汗法”。笔者亦遵循李教授汗法思想，推荐中

医汗法内外治结合应用。“医者最妙，内外治通为二法，外治者

二法之奇兵制胜者也”，1875 年清代吴师机的《理瀹骈文》专论

中医外治，1878 年清代邹存淦的《外治寿世方》详细记载瘟疫

酒熨和葱姜酒熨法等汗法外治技法，均系清中期瘟疫防控广

泛应用技术。

参照《外治寿世方》原文，笔者设计有瘟疫酒熨法 DIY 制

作如下：选取连须葱头一大把，老生姜两大块，白萝卜四五个，

实际使用时，三种食材先用绞肉机打碎，然后将三种渣料混

匀，加味冬桑枝饮片 100 克（捣碎）、牡丹皮 100 克（捣碎），再

微波炉微波 2 分钟、光波 1 分钟取出，均分若干份，装入10cm伊
15cm 无纺布袋子并扎口，在酒熨袋上浇温度 60益以上的酒精

度 50毅以上的白酒后装入绑袋，根据中医穴位，将所有的绑袋

缚到身体对应部位，接着再躺入按摩床熏浴浴坊内，开启熏蒸

机开关，密闭浴坊入口，设定 3耀4 档为宜，定时 25 分钟。

瘟疫酒熨法人体调理的常规酒熨穴位推荐有上身大椎

穴、章门穴、灵台神道穴、中脘穴、命门穴等，下身有环跳穴、承

扶穴、关元穴、两大腿根部、会阴穴等。围绕瘟疫酒熨法便捷应

用，我司开发有现代灸熨穴位衣裤和腰带产品。

6 结语

笔者学习李士懋汗法思想的学术观点，撷取有代表性的

民间克毒治疫秘方方义，归类介绍推荐读者赏析和借鉴应用，

文中所载中医技术尤其适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隔

离自我防治和康复期患者养生保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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