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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22_648660.htm 1.自然特性 风具有轻扬开泄，

善动不居的特性，为春季的主气，在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

大寒、立春、雨水、惊蛰四个节气为风气主令。因风为木气

而通于肝，故又称春季为风木当令的季节。风虽为春季的主

气，但终岁常在，四时皆有。故风邪引起的疾病虽以春季为

多，但不限于春季，其他季节均可发生。 2.风邪的性质和致

病特征：风性轻扬，善行数变，风胜则动，为百病之长，这

是风邪的基本特点。 来源：考试大 ①轻扬开泄：风为阳邪，

其性轻扬升散，具有升发、向上、向外的特性。所以风邪致

病，易于伤人上部，易犯肌表、腰部等阳位。肺为五脏六腑

之华盖，伤于肺则肺气不宣，故现鼻塞流涕、咽痒咳嗽等。

风邪上扰头面，则现头晕头痛、头项强痛、面肌麻痹、口眼

歪斜等。风邪客于肌表，可见怕风、发热等表证。因其性开

泄，具有疏通、透泄之性，故风邪侵袭肌表，使肌腠疏松，

汗孔开张，而出现汗出、恶风等症状。 ②善行数变：风善动

不居，易行而无定处。“善行”是指风邪具有易行而无定处

的性质，故其致病有病位游移，行无定处的特性。如风疹、

荨麻疹之发无定处，此起彼伏；行痹（风痹）之四肢关节游

走性疼痛等，均属风气盛的表现。“数变”，是指风邪致病

具有变化无常和发病急骤的特性。如风疹、荨麻疹之时隐时

现，癫痫、中风之卒然昏倒，不省人事等。因其兼挟风邪，

所以才表现为发病急，变化快。总之，以风邪为先导的疾病

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一般都具有发病急、变化多、传变快



等特征 来源：考试大 ③风性主动：“风性主动”是指风邪致

病具有动摇不定的特征。常表现为眩晕、震颤、四肢抽搐、

角弓反张、直视上吊等症状，故称“风胜则动”。如外感热

病中的。热极生风“，内伤杂病中的”肝阳化风“或”血虚

生风“等证，均有风邪动摇的表现。 ④风为百病之长：风邪

是外感病因的先导，寒、湿、燥、热等邪，往往都依附于风

而侵袭人体。如，与寒合为风寒之邪，与热合为风热之邪，

与湿合为风湿之邪，与暑合则为暑风，与燥合则为风燥，与

火合则为风火等。所以，临床上风邪为患较多，又易与六淫

诸邪相合而为病。故称风为百病之长，六淫之首。 风与肝相

应。风为木气，通于肝。外感风邪可导致胃脘痛、腹胀、肠

鸣、呕吐、泄泻等。这是风邪伤肝，木盛克土所致。

http://ks.100test.com 综上所述，风为春令主气，与肝木相应。

风邪为病，其病证范围较广，变化为快。其具体特点为：①

遍及全身：无处不至，上至头部，下至足膝，外而皮肤，内

而脏腑，全身任何部位均可受到风邪的侵袭。②媒介作用：

能与寒、湿、暑、燥、火等相合为病。③其致病的特殊性，

风病来去急速，病程不长，其特殊症状也易于认识，如汗出

恶风、全身瘙痒、游走不定、麻木以及动摇不宁等症状。临

证时，发病在春季与感受风邪明显有关者，均可考虑风邪的

存在。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医师网校 医师论坛 医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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