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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22_648658.htm 1.自然特性：暑为火热之邪，

为夏季主气，从小满、芒种、夏至，到小暑四个节气，为暑

气当令。 暑邪有明显的季节性，主要发生在夏至以后，立秋

以前。暑邪独见于夏令，故有“暑属外邪，并无内暑”之说

。暑邪致病有阴阳之分，在炎夏之日，气温过高，或烈日曝

晒过久，或工作场所闷热而引起的热病，为中于热，属阳暑

；而暑热时节，过食生冷，或贪凉露宿，或冷浴过久所引起

的热病，为中于寒，属阴暑。总之，暑月受寒为阴暑，暑月

受热为阳暑。 2.暑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暑为火所化，主升

散，且多挟湿。 来源:百考试题网 ①暑性炎热：暑为夏月炎

暑，盛夏之火气，具有酷热之性，火热属阳，故暑属阳邪。

暑邪伤人多表现出一系列阳热症状，如高热、心烦、面赤、

烦躁、脉象洪大等，称为伤暑（或暑热）。 ②暑性升散：升

散，即上升发散之意。升，指暑邪易于上犯头目，内扰心神

，因为暑邪易人心经：散，指暑邪为害，易于伤津耗气。暑

为阳邪，阳性升发，故暑邪侵犯人体，多直人气分，可致腠

理开泄而大汗出。汗多伤津，污液亏损，则可出现口渴喜饮

，唇干舌燥，尿赤短少等。在大量汗出同时，往往气随津泄

，而导致气虚，故伤于暑者，常可见到气短乏力，甚则突然

昏倒，不省人事之中暑。中暑兼见四肢厥逆，称为暑厥。暑

热引动肝风而兼见四肢抽搐，颈项强直，甚则角弓反张，称

为暑风（暑痫）。暑热之邪，不仅耗气伤津，还可扰动心神

，而引起心烦闷乱而不宁。 来源：考试大 ③暑多挟湿：暑季



不仅气候炎热，且常多雨而潮湿，热蒸湿动，湿热弥漫空间

，人身之所及，呼吸之所受，均不离湿热之气。暑令湿胜必

多兼感。其临床特征，除发热、烦渴等暑热症状外，常兼见

四肢困倦、胸闷呕恶、大便溏泄不爽等湿阻症状。虽为暑湿

并存，但仍以暑热为主，湿浊居次，非暑中必定有湿。暑为

夏季主气，暑邪为患，有阴暑、阳暑之分。暑邪致病的基本

特征为热盛、阴伤、耗气，又多挟湿。所以，临床上以壮热

、阴亏、气虚、湿阻为特征。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医

师网校 医师论坛 医师在线题库 百考试题执业医师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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