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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的精神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开发编写了此套“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中医儿科学》是其中之一。
中医儿科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随着中医儿科学术进步和中医事业发展，对中医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教材吸取历版教材的精华，及时反映中医儿科疾病谱的变化，密切结合中医儿科临床的实际需要，
并增加近年来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新成果，体现了科学性、系统性、先进性、实用性。
本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创新，内容上采用案例引入法，使学生带着问题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正确的临床思维；采用图表方式诠释病因病机；配有大量珍贵的典型病证彩图，力求体现
真实、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法。
本教材是一部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图文并茂、适教适学的教科书。
本教材编委会由13所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中医儿科专家组成，他们都活跃在临床和教学工作第一线，有
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的教学精华在本教材中得以充分体现。
第一章儿科学基础由韩新民、王孟清编写，第二章儿童保健由史正刚、李燕宁编写，第三章新生儿病
由李江全编写，第四章肺系病证由王力宁、王素梅编写，第五章脾系病证由李燕宁、王素梅编写，第
六章心肝病证由李新民、王雪峰编写，第七章肾系病证由翟文生、邱静宇编写，第八章传染病由桂金
贵、彭玉编写，第九章寄生虫病由邱静宇编写，第十章其他病证由姜之炎编写，第十一章儿科急救由
王雪峰编写，附录由李江全、韩新民编写。
全书由韩新民统稿，汪受传教授审定。
本书中所列药物用量，除新生儿病指新生儿用量外，其他各章一般指3～6岁小儿用量，其余年龄儿童
可酌情加减。
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教材和教学内容需不断更新。
本教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教材进一步修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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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全国13所高等中医药院校长期从事教学的一线资深专家、教授共同编写完成。
　　本书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论，包括儿科学基础和儿童保健；第二部分各论，系统介绍
了儿科常见病证；第三部分附录，为配套学习内容。
全书语言流畅简洁，适教适学；根据内容需要插入较多图表，直观生动；编排新颖，重点突出，是一
部独具特色的中医儿科学教科书。
　　本书供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学专业学生使用，还可供从事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师、
教学与科研人员阅读参考，也是国家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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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明代名医万全，字密斋，著作颇丰，仅儿科就有《育婴家秘》4卷、《幼科发挥》2卷、《痘疹
心法》23卷、《片玉心书》5卷、《片玉痘疹》13卷等，其学术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
就儿童养育的不同阶段，提出了“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
“育婴四法”。
在钱乙“脏腑虚实辨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小儿“五脏之中肝有余，脾常不足肾常虚”，“心常有余而
肺常不足”的观点，即五脏“二有余三不足”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了儿科学基本理论。
在治疗上“首重保护胃气”，强调“人以脾胃为本，所当调理，小儿脾常不足，尤不可不调理也。
”并认为“调理之法，不专在医，唯调乳母、节饮食、慎医药，使脾胃无伤，则根本常固矣。
”对于小儿保育和疾病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集了很多防治儿科疾病的药物。
王肯堂《证治准绳·幼科》综述诸家论说，结合阐明己见，内容广博，辨析透彻，条理清晰，博而不
杂，详要分明。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小儿则》，提出了儿科辨证重在表里寒热虚实，小儿“阳非有余、阴常不足”
，“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等观点。
清代儿科医家夏禹铸著《幼科铁镜》，重视望诊，认为“有诸内而形诸外”，可从望面色、审苗窍来
辨别脏腑的寒热虚实，治疗上重视推拿，并以“灯火十三憔”法治疗脐风、惊风等证，有其独到之处
。
《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是清代乾隆年间“敕编钦定”的，该书把清初以前的儿科学作了一次较
全面的整理和总结，立论精当，条理分明，既适用于临床，又适用于教学。
清代雍正年间陈梦雷编辑《医部全录·儿科》上、下两册，共100卷，收录历代儿科医学文献120余种
，内容丰富。
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是一部麻疹专著，详细阐述了麻疹各期及合并症的辨证和治疗。
王清任《医林改错》记载了小儿尸体解剖学资料，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总结了
活血化瘀治则的实践经验，创制了血府逐瘀汤等名方，促进了活血化瘀法的研究和发展。
陈复正，号飞霞，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儿科医家之一，著有《幼幼集成》。
该书详析指纹之义，归纳为：“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力辟惊风之说，促进了惊
风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倡导胎教学说，重视“胎禀”、“护胎”；辨证突出八纲，治疗善顾脾胃；广
集治疗之法，尤重外治方药，全书共收外治方法20多种，外治方180余首，用于外治的药物150多味。
实为一部集大成的儿科名著，对临床有较多的实用价值。
吴瑭不仅是温病大家，在儿科方面也卓有成就。
在其《温病条辨·解儿难》中明确提出“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体质特点，“易于感触”、“
易于传变”的病理特点，“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临床用药注意点。
按六气病因论述小儿温病，从三焦分证论治，治病求本，与叶桂的卫气营血学说相辅相成。
二者为小儿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治疗小儿外感热病（包括多种传染病）具有
重要的指导价值。
明清时期，由于天花、麻疹等时行疾病流行，当时儿科医家在诊治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撰写
了大量的痘疹专著。
仅1368-1840年400多年间的儿科专籍，目前可以查考的约2013余种、600余卷，其中痘疹专书即占了120
余种、320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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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儿科学(中医药类专业用)》是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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