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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教材《温病学》，是在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温病学》
（1984年）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补充编写而成的。
教材汲取了高等中医院校以往各种版本《温病学》教材的优点和精华以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并根据
成人教育的特点，在内容上力求详尽系统，鲜明准确，切合实用，易学易懂。
教材定位在本科，但教学大纲则分为本科和专科两类，以适应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
　　全书在体例上分总论、各论、名著选读三部分。
总论系统介绍温病学的基本理论，内容包括温病的概念、温病的病因病机、温病的辨证、温病常用诊
法、温病的治疗和温病的预防等。
各论分别介绍四时温病的病因病机、诊断要点和辨证论治，具体病种包括风温、春温、暑温、湿温、
伏暑、秋燥、大头瘟、烂喉痧、疟疾、霍乱等。
名著选读选编了温病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原著《温热论》、《湿热病篇》和《温病条辨》的部分内容，
进行了归类编排，分条阐述，旨在加强对温病学经典内容的理解和深化。
书后附篇附有3套模拟试题，供学习时自我测试，并附方剂索引，以备查找。
　　由于本教材是以自学为主，所以各章所列的自学时数仅供参考。
各章所附的复习思考题，虽多为重点所在，但其并不能涵盖全部的内容，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还应结合
每章的“目的要求”进行全面学习。
本教材各论所列的方剂，考虑到其中古方的药物剂量与现代有较大的差别，还有少数处方原出处未列
剂量，所以为了便于自学者参考，多数按现代通用的剂量标出。
在实际应用时，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年龄等情况灵活掌握，一般不宜把古代用药剂量机械地折算成现
代剂量。
　　本教材的编写，尽管我们在主观上做了努力，但限于水平，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特别
是在创新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热忱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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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教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修订。
本教材分总论、各论、名著选读三部分。
总论介绍温病学的基本理论；各论分别介绍四时温病的病因病机、诊断要点和辨证论治；名著选读选
编了《温热论》、《温病条辨》等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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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
绪论
　一、温病学的性质、内容和地位
　二、温病学的发展概况
　　（一）战国时期至唐代——温病学的萌芽阶段
　　（二）宋、金、元时代——温病学的成长阶段
　　（三）明清时代——温病学的形成阶段
　　（四）民国时期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三、《温病学》内容结构和学习方法
第一章 温病的概念和特点
　一、温病的概念
　二、温病的特点
　　（一）有特异的致病因素——温邪
　　（二）具有传染性、流行性、季节性、地域性
　　（三）病程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四）临床表现具有特殊性
　三、温病的范围和分类
　　（一）温病的范围
　　（二）温病的分类
　四、温病与伤寒
　　（一）温病与伤寒在概念上的联系和区别
　　（二）温病与狭义伤寒的证治区别
　五、温病与温疫
　　（一）温疫的含义
　　（二）温病与温疫在概念上的联系与区别
　　（三）前人对温病与温疫关系的认识
　六、温病与温毒
　　（一）温毒的含义
　　（二）温病与温毒在概念上的关系
第二章 病因与发病
　一、温病的病因
　　（一）温邪的概念
　　（二）温病病因学说的临床意义
　　（三）常见温邪的致病特点
　二、温病的发病
　　（一）发病因素
　　（二）感邪途径
　　（三）发病类型
第三章 温病的辨证
　一、卫气营血辨证
　　（一）卫气营血辨证理论的形成
　　（二）卫气营血的证候与病理
　　（三）卫气营血证候的传变
　二、三焦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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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焦辨证理论的形成
　　（二）三焦的证候与病理
　　（三）三焦证候的传变
　三、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的关系
第四章 温病常用诊法
　一、辨舌
　　（一）辨舌苔
　　（二）辨舌质
　　（三）辨舌态
　　（四）温病舌诊注意点
　　（五）舌诊的现代运用
　二、验齿
　　（一）牙齿润燥
　　（二）齿缝流血
　　（三）齿龈结瓣
　三、辨斑疹、白痦
　　（一）斑疹
　　（二）白痦
　四、辨常见症状
　　（一）发热
　　（二）口渴
　　（三）汗出异常
　　（四）呕恶
　　（五）胸腹不适
　　（六）大小便异常
（七）神志异常
（八）痉
（九）厥脱
（十）出血
　五、温病诊法的现代补充
第五章 温病的治疗
　一、温病的治则
　二、温病治法的确立依据和运用
　　（一）确立温病治法的依据
　　（二）温病治法的运用
　三、温病的主要治法
　　（一）泄卫透表法
　　（二）清解气热法
　　（三）和解祛邪法
　　（四）祛湿泄热法
　　（五）通下逐邪法
　　（六）清营凉血法
（七）开窍醒神法
（八）熄风止痉法
（九）滋阴生津法
（十）固脱救逆法
（十一）外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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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温病兼夹证的治疗
　　（一）兼痰饮
　　（二）兼食滞
　　（三）兼气郁
　　（四）兼瘀血
　五、温病瘥后调理
　　（一）体虚未复
　　（二）余邪未尽
第六章 温病的预防
　一、温病预防的意义
　二、我国古代预防温病的成就
　三、温病的预防方法
　　（一）培固正气，强壮体质
　　（二）及时诊治，控制传播
　　（三）预施药物，防止染病
各论
第七章 风温
　【病因病机】
　【诊断和鉴别诊断】
　　（一）诊断依据
　　（二）鉴别诊断
　【辨证论治】
　　（一）辨证要点
　　（二）治则治法
　　（三）分型辨治
　　　1. 邪袭肺卫
　　　2. 邪入气分
　　　3. 邪入阳明
　　　4. 热人心包
　　　5. 余邪未净，肺胃阴伤
　【护理预防】
第八章 春温
　【病因病机】
　【诊断与鉴别诊断】
　　（一）诊断依据
　　（二）鉴别诊断
　【辨证论治】
　　（一）辨证要点
　　（二）治则治法
　　（三）分型辨治
　　　1. 发于气分、营分
　　　2. 阳明热炽
　　　3. 热燔气营（血）
　　　4. 热盛动风
　　　5. 邪陷正衰
　　　6. 热灼真阴
　　　7. 邪留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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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预防】
第九章 暑温
　【病因病机】
　【诊断和鉴别诊断】
　　（一）诊断依据
　　（二）鉴别诊断
　【辨证论治】
　　（一）辨证要点
　　（二）治则治法
　　（三）分型辨治
　　　1. 邪在气分
　　　2. 暑人心营
　　　3. 暑热动风
　　　4. 邪在血分
　　　5. 暑伤心肾
　　　6. 余邪未净，痰瘀滞络
　【附】冒暑、暑秽
⋯⋯
名著选读
附篇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病学>>

章节摘录

　　春温包括了现代医学的重型流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及其他化脓性脑膜炎、败血症等。
凡发生这些疾病，均可参考本病进行辨证论治。
　　【病因病机】　　本病是冬日感受寒邪，郁而化热，至春外发，或为感受温热病邪，内因是阴精
先亏，正气不足。
由于正虚邪袭，病邪在里，故起病即见里热炽盛表现。
若兼见表证者，为时亦很短暂。
根据本病初起临床表现的不同，可把其发病类型分为两种：一是初起即呈里热炽盛之证的，称为“伏
邪自发”；二是兼有恶寒、头痛等卫表证的，称为“新感引发”。
　　至于春温发病的内因，早在《内经》中即有“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之说。
清代医家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也指出：“经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
分而言之，则一言其邪之实，一言其正之虚。
合而言之，则惟其冬不藏精而肾气先虚，寒邪乃得而伤之。
”显然，肾气先虚乃是其内在因素。
但此处所言肾气先虚，就一般而论，应以阴精亏损为主，而肾阳亏损者，也不能完全排除。
故柳氏进一步说：“寒邪潜伏少阴，寒必伤阳；肾阳既弱，则不能蒸化而鼓动之。
每见有温邪初发而肾阳先馁，因之邪气冰伏，欲达不达；辗转之间，邪即内陷，不可挽救，此最难着
手之危证。
若小儿稚阴稚阳之体，则更为突出，一旦呵护失当，或为阴伤，或为阳损，甚或阴阳皆虚，则更易感
寒而伏藏，至春而发病，更是变证蜂起，甚至不可挽救。
即使救治脱险，部分患者尚可留有后遗之症。
故对机体内在因素的认识，即应重视阴精不足这一主要因素，但也不能忽视阳气亏损在春温发病中的
重要地位。
　　寒邪伏于体内何处，历来医家看法不一。
有的从邪气特征考虑，认为寒邪入内，当伏于少阴寒水之脏；有的则认为当因体质而异，劳作体健之
人，正气相对较盛，寒邪多伏于肌肤、膜原、三焦、胆腑等部位；若在禀赋素弱之体，则寒邪伏之较
深，多在少阴、厥阴等处。
以上看法皆有其合理内涵，值得进一步研究。
而从临床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则一般春温发病之初，以里热首先发于少阳为多见，即可认为寒邪所
伏部位在少阴，而病发于少阳。
这种看法虽不一定准确，但对辨证施治有一定指导意义，故当前仍为多数医家习用。
　　对于春温的病因，现代有医家提出春温亦可直接感受温热病邪而发病。
所谓温热病邪，也是春季的一种温邪，但它不兼具风、暑、湿、燥等病邪的特点，而具有温热性质显
著的特征。
此说也具有一定临床意义。
　　春温初起病理变化以邪郁内发或新感引发、里热炽盛为特点。
近代医家张锡纯于《医学衷中参西录·医论》中阐述道：“是以寒气之中人也，其重者即时成病，即
冬令之伤寒也；其轻者微受寒侵，不能即病，由皮肤内侵，潜伏于三焦脂膜之中，阻塞气化之升降流
通，即能暗生内热，迨至内热积而益深，又兼春回阳生能发其热，或更薄受外感以激发其热，是以其
热自内暴发而成温病，即后世方书所谓伏气成温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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