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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2294.htm 所谓反治，是顺从疾病假象而

治的一种治疗法则。即采用方药或措施的性质顺从疾病的假

象，与疾病的假象相一致，故又称“从治”！ （1）概念：

所谓反治，是顺从疾病假象而治的一种治疗法则。即采用方

药或措施的性质顺从疾病的假象，与疾病的假象相一致，故

又称“从治”。究其实质，是在治病求本法则指导下，针对

疾病的本质而进行治疗的方法，故仍然是“治病求本”。 

（2）应用：适用于疾病的征象与本质不完全一致的病证。用

于临床，一般具有以下几种： ①热因热用：指用热性药物治

疗具有假热症状的病证之法。适用于真寒假热证，即阴寒内

盛，格阳于外，形成里真寒外假热的症候。治疗时针对疾病

的本质，用热性药物治其真寒，真寒一去，假热也就随之消

失了。这种方法对其假象来说就是以热治热的“热因热用”

。 如阴盛格阳证，由于阴寒内盛，阳气被格拒于外，临床既

有下利清谷、四肢厥逆、脉微欲绝等真寒之征，又反见身热

、面赤等假热之象。因其本质是寒，热象是假，所以就不能

用“热者寒之“的方法，而应用温热药治其真寒，里寒一散

，阳气得复，而表现于外的假热，亦随之消失，这就是“以

热治热”的具体运用。 ②寒因寒用：是指用寒性药物治疗具

有假寒症状的病证之法。适用于里热炽盛，阳盛格阴的真热

假寒证。如热厥证，因阳盛于内，格阴于外，只现四肢厥冷

的外假寒症状，但壮热、口渴、便燥、尿赤等热证是疾病的

本质，故用寒凉药治其真热，假寒自然就消失了。这种治法



，对其假寒的症状来说，就是“以寒治寒”的反治法。 ③塞

因塞用：是用补益的药物治疗具有闭塞不通症状的病证之法

。适用于因虚而致闭塞不通的真虚假实证。如脾胃虚弱，气

机升降失司所致的脘腹胀满等症，治疗时应采取补脾益胃的

方法，恢复脾升胃降之职，气机升降正常，脘腹胀满自除。

这种以补开塞之法，就是塞因塞用。 ④通因通用：是用通利

的药物治疗具有实性通泄症状的病证之法。适用于真实假虚

之候，如食积腹泻，治以消导泻下；瘀血所致的崩漏，治以

活血化瘀等，这种以通治通的方法，就是通因通用。 特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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