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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基础理论部分以“少阳学说”指导临床实践；在临床部分以“五脏证治”为核心，结合现代
临床常见疾病，“以证为经，以病为纬”，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医儿科体系。
     全书分为中医儿科学基础和中医儿科，临床两大部分，临床部分系统地介绍了肺系病证、脾胃病证
、心系病证、肝系病证等小儿临床常见病证。
在具体病证的辨证论治中，每个证的选方尽量选用学术界公认的方剂。
同时，列出其他教材所选用的方剂，使使用者既了解本教材的选方。
也了解其他教材的相关内容，使教材更加贴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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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明代儿科名家万全著有《育婴家秘》（1579年）和《幼科发挥》（1579年）等书。
刀氏重视小儿的胎养（孕期预养）、蓐养（初生护养）以及鞠养（婴幼儿调养）。
他还在钱乙“脏腑虚实辨证”的基础上，提出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
”，“肾常虚”的观点，并在《黄帝内经》“一水不胜二火”的启示以及丹溪学说的影响下，提出小
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
万氏提出的“三有余，四不足”的理论，补充和完善了中医儿科五脏证治的理论体系，对于后世探
讨d,JL生理、病理特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万氏首先将推拿疗法应用于儿科，用药处方亦甚简当。
在治疗上首重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泻或补，慎勿犯胃气
”。
万全这些重要的学术见解和丰富的临证经验，对中医儿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秦景明著《幼科金针》两卷（1641年），共列96编，102证。
每编首列诗歌一首，以概全编内容精要，次论病因证候，再列主治方药，从初生至成童，有关儿科诸
证无不悉备。
这是明末一部简明扼要、全面完善的儿科著作。
清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
尽管对中医儿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是挟明代余威，清代早期仍涌现了大量的儿科著作。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夏鼎的《幼科铁镜》（1695年）、沈金鳌的《幼科释迷》（1774年）、陈复正的《
幼幼集成》等。
夏鼎的《幼科铁镜》一书很多地方出自他的切身体会，语言朴实，多经验之谈。
他在书中首先提出“九恨”、“十三不可学”、“十传”，着重针对当时医家流弊，而提倡医事道德
。
对于小儿疾病的诊断，他主张望面色审苗窍和脏腑虚实辨证。
书中有“望面色审苗窍从外知内”、“五脏各有所司从外知内”的详细论述，但对虎口三关指纹持有
异议。
他说：“常见筋透三关，竟无病者；亦有病时透三关，而必不亡者。
”“予两代经过不验，不忍隐而不言。
”他还创立了小儿灯火疗法，用于治疗脐风有一定的疗效。
沈金鳌治学严谨，著作审慎，自谓“必得所传授，亲习其事”，“皆确凿可据”者然后笔之于书。
《幼科释迷》每一章节之首冠以四言韵语，以阐明其义理，便于学者诵读记忆，掌握应用，然后列举
前人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加以论证。
其目的是：“要皆择其至精至当，归于一是”而达到能够使之“以相发明”的作用。
他认为，“小儿脏气未全，不胜药力”，故提出“勿轻易投药”、“用药亦不可太猛”等主张。
他还指出：“古人治幼儿，或专攻，或专补，或专凉，或专热，皆有偏处。
”所以他自己治小儿“一以中和当病为归，不敢偏于攻补凉热”。
陈复正的《幼幼集成》对小儿虎口三关指纹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根据实际经验，在原
有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归纳为“当以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
他在书中列“惊风辟妄”一章，并引各家有关惊风之说加以批判，新立“误搐、类搐、非搐分门别证
”一章。
他将伤寒病之柔痉、刚痉列为误搐，将暑证、疟疾、咳嗽、丹毒、疮痈、疽疮、霍乱、客忤、中恶列
为类搐，将慢脾、吐泻、大惊卒恐列为非搐。
他所区分的误搐、类搐、非搐各条“即幼科之急惊、慢惊、慢脾者，尽在于此”。
明清两代，温病学说的形成对促进儿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小儿热性病的治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温病学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使儿科的临床疗效大大地提高，降低了病死率，并使中医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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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熟和完善的阶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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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儿科学》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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