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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B2_E8_BE_A8_E8_c22_645207.htm 虚实是辨别人体的

正气强弱和病邪盛衰的两纲。一般而言，虚指正气不足，虚

证便是正气不足所表现的证候，而实指邪气过盛，实证便是

由邪气过盛所表现的证候。《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

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若从正邪双方力量对比来看，虚

证虽是正气不足，而邪气也不盛；实证虽是邪气过盛，但正

气尚未衰，表正邪相争剧烈的证候。辩别虚实，是治疗是采

用扶正（补虚）或攻邪（泻实）的依据，所谓“虚者补之，

实者泻之”。 （一）虚证 虚证的形成，或因体质素弱（先天

、后天不足），或因久病伤正，或因出血、失精、大汗，或

因外邪侵袭损伤正气等原因而致“精气夺则虚”。 主证：面

色苍白或萎黄，精神萎靡，身疲乏力，心悸气短，形寒肢冷

或五 心烦热，自汗盗汗，大便溏泻，小便频数失禁，舌少苔

或无苔，脉虚无力等。 临床上由于气、血、阴、阳不足可分

为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由于脏腑的不足造成的各脏腑

的虚证（如肺气虚、心血虚、肝阴虚、脾气虚、肾阳虚等）

。下面列表说明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的证候及治则。脏

腑的虚证在脏腑辨证中讨论。 气虚、血虚、阴虚、阳虚鉴别

表 分类 共同证侯 不同证侯 治则常用方剂 气虚面色白或萎黄

精神萎靡，身疲乏力，声低懒言，自汗，纳少，舌淡胖，脉

无力 气短，乏力动则气急等症明显，脉虚无力 益气 四君子汤

等 阳虚畏寒，形寒肢冷，小便清长，下利清谷，脉迟补阳 肾

气丸、参茸丸等 血虚 消瘦，头晕，目眩，失眠，心悸，脉细 



面色苍白无华或萎黄，手足麻木，口唇指甲淡白，舌质淡，

脉细弱无力 养血 四物汤等 阴虚 低热或潮热，颧红，五心烦

热，口干，咽燥，盗汗，舌红绛，质瘦或有裂纹，无苔或少

苔，脉细数 滋阴 六味地黄丸等 从上表可以看出：气虚和阳虚

，属阳气不足，故临床表现相似而都有面色白，神疲乏力，

自汗等症状，但二者又有区别，气虚是虚而无“寒象”，阳

虚是虚而有“寒象”——怕冷，形寒肢冷，脉迟等。血虚和

阴虚属阴液不足，故临床表现相似而都有消瘦，头晕，心悸

、失眠等症状，但二者又有区别，血虚是虚而无“热象”，

阴虚是阴液亏损不能约束阳气而导致阳亢，故为虚而有“热

象”——低热或潮热，口干，咽燥等。 （二）实证 实证的形

成，或是由病人体质素壮，因外邪侵袭而暴病，或是因脏腑

气血机能障碍引起体内的某些病理产物，如气滞血瘀、痰饮

水湿凝聚、虫积、食滞等。 临床表现由于病邪的性质及其侵

犯的脏腑不同而呈现不同证候，其特点是邪气盛，正气衰，

正邪相争处于激烈阶段。常见症状为高热，面红，烦躁，谵

妄，声高气粗，腹胀满疼痛而拒按，痰涎壅盛，大便秘结，

小便不利，或有瘀血肿块，水肿，食滞，虫积，舌苔厚腻，

脉实有力等。 治则；泻实攻邪是治疗实证的主法，所谓“实

则泻之”。但泻火、通便、逐水、祛痰、理气、活血化瘀、

消导和驱虫等不同的泻法用于不同病邪产生的各种实证，将

在有关章节中讨论。 辨证虚证与实证可从下面几方面考虑：

从发病时间上，新病、初病或病程短者多属实证，旧病、久

病或病程长的多属虚证；从病因上，外感多属实证，内伤多

属虚证；从体质上，年青体壮者多属实证，年老体弱者多属

虚证；从临床症状与体征上，参考下表鉴别。 虚证与实证鉴



别表 症 状 与体 征 治则虚证 面色白、苍白、萎黄无华 神疲乏

力 声低懒言 隐痛喜按 舌淡苔白或少苔 脉虚无力 补虚 实证 面

红 烦躁谵语 声高气粗 剧痛拒按 舌红苔黄厚腻 脉实有力 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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