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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版《温病学》涵盖了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的相关知识点，删减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尤其是对同类
温病进行证治归类，突出了中医“病证结合、以证为主”的特色和临床辨证施治理念，更加实用。

本教材上篇由谷晓红等编写，内容包括绪论、温病概念、病因与发病、辨证、常用诊法、治疗与预防
等温病学基本理论；中篇由林培政等编写，内容包括温热类温病、湿热类温病、温毒类温病和温疫类
温病的辨证施治理法方药，以及临床指导等；下篇由郭选贤等编写，内容包括叶天士《温热论》原文
类编、薛生白《湿热病篇》原文类编和吴鞠通《温病条辨》原文选录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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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清营泄热 用甘苦寒合轻清凉透之品，清营养阴，清透热邪外达，以祛除营分邪热
。
适用于温病的热入营分，营热阴伤之证。
症见身热夜甚，心烦时有谵语，斑疹隐隐，舌质红绛等。
代表方如清营汤。
 2.凉血散血 用甘苦寒合活血散瘀之品，清解血热、散瘀宁络，以清散血分瘀热。
适用于温病热盛血分，迫血妄行，热瘀交结之证。
症见灼热躁扰，甚则昏狂谵妄，斑疹密布，各种出血，舌质紫绛或有瘀斑等。
代表方如犀角地黄汤。
 3.气营（血）两清 用清营法或凉血法与清解气热法互相配用，双解气营或气血之邪热。
适用于温病气分与营（血）分的同病证候，即气营（血）两燔证。
若偏于气营同病，则出血倾向不重。
症见壮热口渴，烦扰不寐，舌绛苔黄，代表方如加减玉女煎；若为气血两燔，热毒深重之证，则见壮
热躁扰，甚或神昏谵妄，两目昏瞀，口秽喷人，周身骨节痛如被杖，斑疹密布，出血，舌质紫绛，苔
黄燥或焦黑，代表方如化斑汤、清瘟败毒饮。
 以上三种治法中，清营泄热法强调在清解营分同时，注意透达营分郁热从气分外出而解。
凉血散血法在凉血解毒宁络的同时，重在养阴化瘀以达到瘀散血止的目的。
而气营（血）两清法则是针对温病过程中两个阶段相间证的代表治法。
热入营血，易致伤阴、闭窍、动风之变，须分别配合养阴、开窍、息风等法。
 运用本法应注意热在气分而未入营、血分者，不可早用。
营分、血分病变兼有湿邪者，应慎用本法，以防本法所用药物寒凉滋腻之弊。
 现代研究提示，本法具有抗感染、消炎、中和内毒素、改善微循环、减轻血管内弥散性微血栓形成，
还有镇静、强心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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