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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48657.htm （1）自然特性 火具有炎热特

性，旺于夏季，从春分、清明、谷雨，到立夏四个节气，为

火气主令。因夏季主火，故火与心气相应。但是火并不象暑

那样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也不受季节气候的限制。 （2）温

、暑、火、热的关系：温、暑、火、热四者性质基本相同，

但又有区别。 来源：考试大 温与热：这里的温和热均指病邪

而言。温为热之渐，热为温之甚，二者仅程度不同，没有本

质区别，故常温热混称。在温病学中所说的温邪，泛指一切

温热邪气，连程度上的差别也没有。 暑与火（热）：暑为夏

季的主气，乃火热所化，可见暑即热邪。但暑独见于夏季，

纯属外邪，无内暑之说。而火（热）为病则没有明显的季节

性，同时还包括高温、火热煎熬等。 火与热：火为热之源，

热为火之性。火与热，其本质皆为阳盛，故往往火热混称。

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热纯属邪气，没有属正气之说

。而火，一是指人体的正气，称之为“少火”；二是指病邪

，称之为“壮火”。这是火与热的主要区别。一般地说，热

多属于外感，如风热、暑热、温热之类病邪。而火则常自内

生，多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所致，如心火上炎、肝火炽盛、

胆火横逆之类病变。 就温、热、火三者而言，温、热、火虽

同为一气，但温能化热，热能生火，所以在程度上还是有一

定差别的。温为热之微，热为温之甚；热为火之渐，火为热

之极。 （3）火的含义：中医学中的火有生理与病理、内火

和外火之分。 来源：www.100test.com ①生理之火：生理之火



是一种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须的阳气，它谧藏于脏腑

之内，具有温煦生化作用。这种有益于人体的阳气称之为“

少火”，属于正气范畴。 ②病理之火：病理之火是指阳盛太

过，耗散人体正气的病邪。这种火称之为“壮火”。这种病

理性的火又有内火、外火之分。 来源：考试大 外火：外火，

一是感受温热邪气而来；二是风寒暑湿燥等外邪转化而来，

即所谓“五气化火”。五气之中，只有暑邪纯属外来之火，

我们称之为暑热。其余风、寒、湿、燥等邪并非火热之邪，

之所以能化而为火，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郁遏化火

。风、寒、湿、燥侵袭人体，必须郁久方能化火。如由寒化

热，热极生火，温与热结，或湿蕴化热，热得湿而愈炽，湿

得热而难解，郁而化火，或者湿蕴化热，湿热极甚而化火。

火就燥，故燥亦从火化。第二，因人而异，阳盛之体或阴虚

之质易于化火。第三，与邪侵部位有关。如邪侵阳明燥土，

则易化火，寒邪直中人脾，则化火也难。此外，五气能否化

火，与治疗也有一定的关系。内火：内火，多因脏腑功能紊

乱，阴阳气血失调所致。情志过极亦可久郁化火，即所谓“

五志化火”。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医师网校 医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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