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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练文字叙述，突出重点，力求简明扼要；针对本科生的教学定位，对教材内容和结构进行了调
整与增删；中篇每章增加了知识拓展部分，简要地提示每个中医病名所涉及的主要西医病种及其主要
证候与中医治疗要点，以加强本教材的临床实用性；下篇补充了吴鞠通《温病条辨》(选)。
鉴于各地用药剂量有一定的差别，加之临床情况复杂多端，难以确定统一的标准剂量，同时也为了凸
显前人组方用药的匠心独运，本教材中所选用方剂的药物剂量一律沿用原著所载，学习者在具体运用
时可因地、因时、因人、因病确定适当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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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温病学的定义和地位
 　 第二节 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萌芽阶段(战国至隋唐时期)
 　 二、成长阶段(宋金元时期)
 　三、形成阶段(明清时期)
 　 四、发展阶段(近代与现代)
 　 第三节 学习《温病学》的要求与方法
　 第二章 温病的特点、范围及分类
　 第三章 温病的病因与发病
　 第四章 温病的辨证理论
　 第五章 温病的常用诊法
　 第六章 温病的治疗
　 第七章 温病的预防
中篇
　 第八章 风温
　 第九章 春温
　 第十章 暑温
　 第十一章 湿温
　 第十二章 伏暑
　 第十三章 秋燥
　 第十四章 大头瘟
　 第十五章 烂喉痧
下篇
　 第十六章 叶天士
　 第十七章 薛生白《湿热病篇》
　 第十八章 吴鞠通《温病条辨&gt;(选)
主要参考书目
方剂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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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泄卫透表法 通过疏泄卫表，透邪外出以解除温病表证的治法。
本法属于八法中“汗”法（解表法）的范围。
适用于温病初起，邪在卫表之证。
其主要作用是开泄腠理，疏解表邪，透疹外达。
由于引起温病卫表证的病邪性质有风热、暑湿兼表寒、湿热、燥热的不同，本法又可分为如下几种：
1.疏风泄热 即通常所说的辛凉解表法。
本法用辛散凉泄之品疏散轻透卫表风热之邪。
主治风温初起，风热病邪袭于肺卫之证。
症见发热，微恶风寒，无汗或少汗，口微渴，或伴有咳嗽，咽痛，舌苔薄白，舌边尖红，脉浮数等。
代表方剂如银翘散、桑菊饮等。
 2.透表清暑化湿本法用辛温解表之品外散表寒，并配合清暑化湿之品内解在里之暑湿。
主治夏日感受暑湿，复受寒邪侵犯肌表之证。
症见恶寒发热，头痛，身形拘急或酸楚，无汗，口渴，心烦等。
代表方剂如新加香薷饮。
 3.宣表化湿本法用芳香宣透之品以疏化肌表湿邪。
主治湿温初起，湿热病邪侵于卫表之证。
症见恶寒发热，头昏重如蒙，身体困重，四肢酸楚，少汗，胸闷脘痞，苔白腻，脉濡缓等。
代表方剂如藿朴夏苓汤。
 4.疏表润燥又称“辛凉清润”，也属辛凉解表法。
本法用辛凉透表和生津清润之品以疏解肺卫燥热之邪。
主治秋燥初起，燥热病邪伤于肺卫之证。
症见发热恶寒，咳嗽少痰，咽干喉痛，鼻干唇燥，头痛，舌苔薄白欠润，舌边尖红等。
代表方剂如桑杏汤。
 治疗温病表证，主要根据表邪性质的不同而分别采用不同的治法。
疏风泄热和疏表润燥均以辛凉解表、宣肺止咳药为主组成，后者尚配伍甘凉濡润之品，适用于风热病
邪及燥热病邪引起的肺卫表热证。
透表清暑化湿则以辛温解表之品温散肌表风寒，清暑化湿之品解除在里暑湿，适用于内伤暑湿，外感
风寒之表里卫气同病之冒暑。
宣表化湿以芳香宣化之品为主，配伍燥湿淡渗之品，适用于湿热病邪郁阻表里卫气，湿重于热之证。
 运用泄卫透表法时，应注意以下要点：①对温病表证的治疗应注意患者的体质和病邪兼夹。
如素体阴虚而感受外邪所致的卫表证，可予滋阴解表法；平素气虚而外感温邪所致的卫表证，可予益
气解表法。
如属新感引动伏邪的温病，在出现表证的同时，还有明显的里热见证，此时就不能单纯投用解表之剂
，而应把泄卫透表与清泄里热结合起来。
如卫分证夹有痰、食、气、瘀、湿等邪者，应与化痰、消导、理气、化瘀、祛湿等治法配合使用。
②治疗温病邪在卫表者，一般忌用辛温发汗法，而重在疏解透表。
本法属汗法范畴，但并非都要以发汗为目的，更不能用治疗寒邪在表的辛温发汗法来治疗温病。
对多种温病，吴鞠通强调：“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
，，这是因为辛温之法易助热化火，耗伤阴津，从而导致斑、衄、谵妄等变证的发生。
但若属腠理表气郁闭较甚而无汗，或卫表有寒、湿之邪者，亦非绝对不可使用辛温之药。
③在温病初起时，如属里热外发而无表证者，不可用本法。
叶天士所说的‘‘温邪忌散”即是指此而言。
④对温病表证的治疗，虽主以辛凉，但也应注重疏散，用药不可过于寒凉，以防凉遏凝滞而邪不易外
解。
⑤使用本法应中病即止，表证解除后即停用，同时也不可发散过度，特别要注意避免汗伤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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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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