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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简称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也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
度快的疾病。
其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
典型的临床症状是：急起高热、全身疼痛、显著乏力和轻度呼吸道症状。
一般秋冬季节是其高发期，所引起的并发症和死亡现象非常严重。
据相关文献记载，20世纪以来，流感——这一看似常见的疾病频繁爆发，已经对人类生命和社会稳定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2009年4月，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爆发，并迅速向世界范围扩散。
尽管世界各国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防范，但仍造成了数以千计的病人死亡，同时造成了人们心理的极
大恐慌。
中医学在长期与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有效处方，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医药在1955～1956年流行性乙型脑炎、2003年SARS以及后来的禽流感防
治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西医学的流行性感冒，属于中医学的伤寒、温病和（或）瘟疫范畴，运用中医学理论对流行性感冒的
病因、病机及传变进行分析，能够有效指导临床治疗。
古今医家对流感样病症的发病、诊疗和预防有着不同的认识，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
诊疗理论。
系统发掘沉积于中医古代文献之中的医论医话、临床医案，进一步发挥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的特色
与优势，对于中医学基本理论和诊疗经验的继承与创新，对于临床应急救治能力的提升，均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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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近现代部分名老中医专家治疗中医时病的医案，通过这些医案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老中医的
临床思维活动，可以从中学习治疗时病的思路、方法和具体的用药经验；对现代流行性感冒的防治，
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书适于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者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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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鉴于小儿的这些病理方面的特点，单独用辛凉解表，往往汗出不透，单独用辛温解表，又往往汗出而
热不解。
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常常采用辛温辛凉并用，从而使风寒、风热两解。
先师指出，辛温辛凉并用法在具体运用时并不一定要“平分秋色”，而是应根据具体情况，随其寒热
之偏胜不同而选方用药。
如寒邪偏重，则辛温重于辛凉，如热邪偏重，则辛凉重于辛温。
如治疗风寒感冒，常用辛温为主的荆防葱豉汤。
然方中除用荆芥、防风、苏叶、羌活、白芷、葱白等辛温解表药外，还加用薄荷、豆豉、黄芩、竹叶
等辛凉解表、苦寒清热和辛淡、甘寒之品。
而治疗风热外感常用辛凉为主的加减银翘散，方中除用金银花、连翘、牛蒡子、黄芩、大青叶、薄荷
、豆豉等辛凉解表、苦寒清热或辛淡、甘寒之药外，还每加用荆芥、防风等辛温之品；即使对于高热
、寒战、头痛较剧、周身酸痛、咽红肿痛的流行性感冒，在习用的银翘解毒汤中除用金银花、连翘、
菊花、薄荷、生石膏、知母、山栀、公英、黄芩清热解毒药外，也总要加用荆芥、羌活等辛温解表之
品，以避免过用寒凉使邪气冰伏不解。
病例1：艾某，男，7个月。
1980年5月19日就诊。
患儿发热，微咳，有汗不多，鼻流清涕，曾由家长自予阿鲁片、感冒冲剂、至宝锭等药，症犹未减。
今晨起又增目眦红痒，口角流涎，体温仍39℃。
查扁桃体度红肿，舌苔白。
证属外感风邪，上犯心肺，治宜祛风邪以解表，清心肺以退热。
处方：荆芥穗6克，羌活6克，板蓝根6克，牛蒡子9克，防风6克，黄芩9克，炒知母6克，淡豆豉6克，
神曲9克，桔梗9克，杏仁泥6克，淡竹叶6克，生甘草3克。
服上药三剂，诸症悉除。
按：热为风邪犯表，咳为风邪袭肺。
“风胜则痒”，目眦红痒亦为风邪上泛，心经有热之象。
口角流涎当责之心胃积热。
故此，治宜解表退热为主，辛温辛凉并用。
解表用羌活、防风、芥穗之类，较之桑菊更易速效。
退热则用板蓝根、牛蒡子、黄芩、知母、竹叶诸药双清心肺，加之桔梗、杏仁宣利肺气，神曲兼护胃
气，诸症悉顾，又有侧重，故服后效若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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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现代名老中医时病医案》是中医药防治流感参考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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