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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病学是中医专业教学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其重要著作《温病条辨》还被作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
”之一。
在中医学有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学中，温病学也是重要的基础课程。
而对中医专业研究生的温病学教材，长期以来各中医院校都在探索之中。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多数以学习温病学的原著为主。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研究生对单纯学习原文的兴趣不大，所以有的院校又编写了能反映温病
学现代研究进展的一些教材，其内容包括了温病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进展及其在临床应用的最新进展。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有关的老师和学生都感到，中医专业的研究生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原著和了解现
代的研究进展都是必要的，前者可以进一步夯实研究生的中医学理论基础，为其后的学习、研究温病
学原著提供思路和突破口；后者则较为实用，能直接指导研究生今后在临床上的诊疗或开展一些实验
室研究。
但对于温病学原著的学习，现在一些中医院校不大重视，不仅在本科阶段很少学，在研究生阶段也往
往不开设专门课程。
所以造成了中医专业研究生的中医基础理论水平较差，在其知识结构里的中医学理论所占的比例越来
越少。
针对这一情况，特别是各级中医教育领导部门已把加强“中医四大典籍”教学作为提高中医学生中医
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时，开设温病学原著课程就显得非常必要。
我们通过反复论证，认为应在中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增设有关温病学原著的教学内容，以适应中医
研究生教育的形势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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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温病学说的发展及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温病一名，早在《内经》已有记载，《伤寒论》也曾提及
温病，但没有详细论述温病证治，只将温病简单地纳入伤寒之内，故伤寒和温病曾长期处于低级合论
阶段。
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医家在与疾病斗争的长期临床实践中，经验不断丰富，逐渐认识到《伤寒论》
六经学说详于寒而略于温，不能适用于所有外感疾病的辨证论治。
如金代刘河问创“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之说，提出“善用药者，须知寒凉之味。
”自制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方，以代麻桂之法。
至此伤寒温病始分而论述，故后世推河间为寒凉学派的开山祖。
到明代吴又可强调温疫决不同于伤寒，并从病因、传变、病机、治疗诸方面提出新说，但其内容尚不
完备。
到了清代，温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温病大家叶天士，提出“卫气营血”辨证理论。
吴鞠通师承叶氏学说，归纳了三焦分证、九种温病等学说。
以后加之王孟英等人的整理阐述，温病学说才成为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卫气营血辨证是清代叶天士《温热论》提出来的。
叶氏根据他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温病病程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涉及脏腑及病变部位不同，其证候
表现就有所差异，主要是人体卫气营血功能失调或实质损害的表现，有其一定的规律性。
叶氏抓住这一规律，总结出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理论，以分析温病病理变化及指导辨证施治，大大丰富
了祖国医学外感病辨证论治理论，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至今还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
卫气营血病理变化过程，反映了温热之邪入侵部位的深浅，病情轻重，及其传变，叶天士说：“大凡
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
”邪在卫分证属表，病位最浅，病轻；邪入气分为病人里，邪热转盛，病深一层，此时病变可累及较
多脏腑，故气分病范围较广，病情亦较卫分为重，但此时正气尚盛，如及时治疗，每易转愈；邪热深
入营血分则耗营伤血，心神亦受影响，病情最重。
另外病情传变与温邪种类及体质强弱，治疗是否得当密切相关。
许多温病可按卫气营血顺序发生传变，但如温邪毒力强，或素体虚弱，或治疗不当，则可由卫分直陷
心营而见神志昏迷等险证，也有起病即见里证者，如所谓伏气温病一类。
在病变过程中也可出现卫气同病、气血两燔等证。
可见疾病的过程是复杂的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清代医家吴鞠通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特别是总结叶天士治疗温病的经验，结合他自己的实践体会，著
《温病条辨》一书，设上、中、下三焦辨证为纲，九种温病为目，以指导辨证治疗。
吴氏云：“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
，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
始上焦，终下焦。
”这是指三焦辨证的一般传变情况。
上焦手太阴肺的病变，为温病初期阶段；中焦阳明胃的病变，多为中期阶段；下焦足少阴肾、足厥阴
肝的病变，多为末期阶段。
三焦所属脏腑的病理变化，标志着温病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
综上所述，温病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均是以脏腑功能病变为基础的，用以分析病理变化，掌握病情发
展、传变情况，归纳证型以确定治疗方法。
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共同之处，它们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故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基本上是将其融
为一体的。
温病学的发展丰富了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理论，发展了诊断方法，如辨舌、验齿，辨斑疹白痦等，在热
性病治则方药上亦有很多发挥。
但对寒化性疾病却较少提及，可能是为纠正当时尊经复古派以热药治热病之误。
如果我们能将伤寒、温病理论结合起来，互补长短，形成-套统一的外感病理论体系以指导临床，那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病学理论与实践>>

对外感热病的认讽必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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