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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温病学起源于《内经》。
《内经》中有不少关于温病方面的记载，如"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等
。
《难经》中有"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温病，有热病，有湿温"的记载，它把温病包括在伤寒
广义之内，此与《内经》"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同一意义。
 温病学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学医知道，《伤寒论》一书是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一切热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创立了
一套辨证施治的法则，这是祖国医学中最早的一部热病学专书。
然而历代医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外感热病初起有寒热的不同，其发展变化亦各有特点，不
能株守《伤寒论》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来处理一切热性病。
并且感觉到有许多热性病的发生发展与变化，它们之间有其共同之处，便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的
理论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套新兴的理论，作为处理这一类热性病辨证施治的思想指导，以补充《伤
寒论》的不足。
这一大类的疾病就叫温病，这一套新兴的理论便是指导实践的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历代诸家均有阐发，至明代，温病与伤寒便渐趋分化而独立。
明吴又可著《温疫论》，首论温疫之说，提出具有传染性的致病因素——疠气。
当时受历史条件所限，虽没有认识到微生物病原体，但这一疠气的提出，对病因学说是一创见，推动
了温病学的发展。
至清代，温病学说渐臻成熟，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为代表人物，后世称为温热派四大
家。
叶天士著《温热论》，首创卫气营血的温热病的辨证纲领，而使温病学说自成体系。
薛生白《湿热病篇》，对湿热病的辨证施治示人以法，有独到之处，充实了温病学的不少内容。
吴鞠通师承叶天士，著《温病条辨》一书，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用"三焦"作为辨证方法，与叶天
士卫气营血辨证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温病辨证纲领。
王孟英总结了前人经验，著《温热经纬》一书，至此温病学说已是壮盛成熟。
那时在温热病的认识和治疗方面都取得了有不少新的成就，为人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温病的范围和类型 温病是一个大概念，它所包括的范围较广，包括很多类型的温热病。
各种类型温病的命名，有以季节定名的，如春温、冬温；有以四时之气定名的，如风温、暑温、湿温
；也有以季节与主气结合定名的，如秋燥；还有按发病特点而命名的，如温毒、温疫等。
兹将四时温病的证候特点简述如下： 春温——为发于春季的急性热病。
其特点是：发病突然，病情严重，变化较多，病程较长，初起即见灼热、口渴、心烦、溲赤，舌苔黄
，脉数等里热证候，后期多为肝肾阴亏，发生痉厥，如流脑等。
 风温——多发生于冬春两季的温热疾病。
初起以发热、微恶风寒、咳嗽、口渴等肺卫见证为其特证，为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如肺炎等。
其发展趋向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顺传于胃，一是逆传心包。
前在邪在气分，故谓之顺；后者邪人心营，谓之逆。
顺逆只是相对而言。
 暑温——是发生于夏季的急性热病，初起即呈壮热、烦渴、汗多、脉洪等阴明胃热证候，故有"夏暑
发自阳明"之说。
其特点是发病急，传变快，易伤津耗气，如乙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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