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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老课本系列·全国中医学院2版教材重刊：温病学释义》共分三篇：上篇总论，详述温病
的病因病机和诊断治疗；下篇各论，论述风温、春温、暑温、湿温、伏暑、秋燥、湿毒、温疫的辨证
施治；附篇收录叶香岩、陈平伯、薛生白、余师愚的五篇温病学名著并加阐释。
　　《中医老课本系列·全国中医学院2版教材重刊：温病学释义》原为1964年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二
版教材），现重新印行，供西医学习中医者、中医药院校师生及中医药自学者或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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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昔人治春温热在少阳胆，以黄芩汤直清里热，虽有根据，但从临床实践看来，尚嫌
不足。
本方只是苦寒清热，却无透邪作用，且方中白芍一味，虽有甘苦合化、酸甘化阴之意，但不免有酸收
之弊。
柳宝诒主张加豆豉和玄参，既能清里，又能透邪，比较切合。
但若因里热下迫而导致肠热下利者，则黄芩汤又为的对之方，可以无须增减。
 春温邪在卫分或传人气分，而未至阳明热甚者，于泄卫清气方中加蝉衣一味，退热之效较显，以蝉衣
善于清透之故。
又阳明热甚用白虎汤至为的当，但若邪在阳明而兼有肺热的，可于白虎汤中加入薄荷、竹叶、牛蒡等
，助其外达，既有分解郁热之功，又无凉遏冰伏之弊。
此为辛凉甘寒清解表里之法，较诸单用白虎汤方法灵活得多。
 邪入营分，其深浅程度亦有不同，有邪初入营的，有营渐传血的。
若邪初入营，舌色虽绛，但必苔黄未净，是气分之邪尚未撤清，治必透热转气，于清营剂内加入金银
花、连翘等，使营分邪热，仍从气分而解，切忌早用血药；如黄苔尽退，舌转深绛，则为营渐传血，
此时就须于清营剂中参以生地、丹皮等凉血之品。
以此时热邪已离气分，势不能透热转气，因之必须撤去气药，方为合拍。
 春温邪热在里每多阴液先伤，治必滋养阴液，以合滋阴退热之旨。
然兼有湿邪者，则阴柔滋腻药物，又须慎用，以免助湿不解。
但又不能纯予化湿，以防更伤阴液。
此等证候，治疗最为棘手，必须掌握化湿而不伤阴，滋阴而不碍湿的原则。
 春温一证，胃热波及营血，易于发斑，如斑疹外发，邪热乃有外达之机。
但有因里热气壅过甚，斑出反而不快，则须微予通腑之剂，使里气一通，斑乃外透。
通里以金汁最妙，以其能泻热解毒。
若阳明燥结甚者，亦可使用调胃承气汤，但不可令其大泻，免致内陷生变。
 温病邪入下焦，虚风内动，如兼有湿邪不化，则为虚中挟实之证，若治虚则碍实，治实则碍虚，用药
比治单纯虚证更难，然此证终究以虚为主，加上湿邪用事，更令正气转虚，此种证候，预后大都不良
。
 春温既有里热，又有表证，治疗时即便是表证较重，亦只可予微辛解表，切忌羌、独、荆、防等辛温
发汗，以风药性多刚燥，误用最易耗伤津液，而产生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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