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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22_648659.htm 1.自然特性 寒具有寒冷、凝结

特性，为冬季的主气，从小雪、大雪、冬至，到小寒计四个

节气，为冬令主气。寒为水气而通于肾，故称冬季为寒水当

令的季节。因冬为寒气当令，故冬季多寒病，但也可见于其

他季节。由于气温骤降，防寒保温不够，人体亦易感受寒邪

而为病。 来源：考试大 2.寒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寒邪以寒

冷、凝滞、收引为基本特征。 ①寒易伤阳：寒为阴气的表现

，其性属阴？故寒为阴邪。阳气本可以制阴，但阴寒偏盛，

则阳气不仅不足以驱除寒邪，反为阴寒所侮，故云“阴盛则

寒”，“阴盛则阳病”。所以寒邪最易损伤人体阳气。阳气

受损，失于温煦之功，故全身或局部可出现明显的寒象。如

寒邪束表，卫阳郁遏，则现恶寒、发热、无汗等，称之为“

伤寒”。若寒邪直中于里，损伤脏腑阳气者，谓之为“中寒

”。如伤及脾胃，则纳运升降失常，以致吐泻清稀，脘腹冷

痛；肺脾受寒，则宣肃运化失职，表现为咳嗽喘促，痰液清

稀或水肿；寒伤脾肾，则温运气化失职，表现为畏寒肢冷、

腰脊冷痛、尿清便溏、水肿腹水等；若心肾阳虚，寒邪直中

少阴，则可见恶寒蜷卧、手足厥冷、下利清谷、精神萎靡、

脉微细等。 来源：考试大 ②寒性凝滞：凝滞，即凝结阻滞之

谓。人身气血津液的运行，赖阳气的温煦推动，才能畅通无

阻。寒邪侵入人体，经脉气血失于阳气温煦，易使气血凝结

阻滞，涩滞不通，不通则痛，故疼痛是寒邪致病的重要特征

。因寒而痛，其痛得温则减，逢寒增剧，得温则气升血散，



气血运行无阻，故疼痛缓解或减轻。寒胜必痛，但痛非必寒

。由于寒邪侵犯的部位不同，所以病状各异。若寒客肌表，

凝滞经脉，则头身肢节剧痛；若寒邪直中于里，气机阻滞，

则胸、脘、腹冷痛或绞痛。 ③寒性收引：收引，即收缩牵引

之意。寒性收引是指寒邪具有收引拘急之特性。“寒则气收

”。寒邪侵袭人体，可使气机收敛，腠理闭塞，经络筋脉收

缩而挛急；若寒客经络关节，则筋脉收缩拘急，以致拘挛作

痛、屈伸不利或冷厥不仁；若寒邪侵袭肌表，则毛窍收缩，

卫阳闭郁，故发热恶寒而无汗。 来源：www.100test.com 寒与

肾相应。寒为水气，通于肾。寒邪侵袭，寒水泛滥，则尿少

，水肿；寒水过盛，上制心火，则心痛、心悸、肢厥等？ 总

之，寒为冬季主气，与肾水相应。寒病多发于冬季，但也可

见于其他季节。寒邪为病，其致病特征是：寒为阴邪，易伤

阳气，故寒邪致病，全身或局部有明显的寒象。寒胜则痛，

所以疼痛为寒证的重要特征之一。因寒则气收，故其病有毛

窍闭塞、气帆收敛、筋脉拘急的特珏，表现为无汗、拘急痛

或屈伸不利等。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医师网校 医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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