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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C_BB_E5_9F_BA_E7_c22_453074.htm （1） 燥的概念：燥

为秋季的主气。由于气候不断敛肃，空气中缺乏水分的濡润

，以致出现秋凉、劲急、干燥的气候。故凡久晴不雨，气候

干燥，则易发生燥邪为患。燥病有外燥和内燥之分。 （2） 

燥邪概念和致病特点：燥与湿相反，是缺少水分的表现，在

日常生活中物体干燥，则表面常会起皱折，甚则枯涩、开裂

。在自然界，秋季天气干燥少雨，常见生物枯萎。故中医病

因学认为，燥邪其性干涸，其气敛肃，易伤肺津。燥邪有如

下性质及致病特点： ① 燥性干涩，易伤津液。 ② 燥易伤肺

。 （3） 外感燥邪传变及常见病证 燥邪外感多从皮毛或口鼻

而入，且易内侵犯肺，因此在发病初期亦有营卫不和之病理

变化，如可见恶寒发热等症。中医学将外燥证初起分为温燥

与凉燥两种，初秋气候较温热，所形成之燥病多为温燥；晚

秋气候较凉爽，所形成之燥病则为凉燥。温燥、凉燥都具有

燥邪的一般特性和致病特点，其区别在于：温燥伤人，多表

现为不恶寒或微恶寒，发热较明显，脉数；凉燥伤人，多表

现为不发热或微发热，恶寒较明显，而脉不数。燥邪入里，

易于化火伤津，易使肺津受损，亦可使肺气不足，可出现干

咳少痰、或胶痰难咯、 鼻燥、口渴、咽干等症。严重者，燥

热灼伤脉络，则可出现咳血，或痰中带血等症状。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