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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中医科的各位医师，包括曙光
名中医、高级中医师、优秀中医骨干人才等，近１０年以来的临床验案数百则，并根
据中医理论对其理法方药进行分析总结及审定而成。全书医案所涉及疾病种类众
多，包括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推拿、骨伤及康复等各科疾病，均运用中
药、针灸、推拿等传统中医疗法，并都是行之有效的验案。全书专于医案，且理、法、
方、药齐备，加以适量按语分析其辨治得失和用药经验，真正切合中医临床之应用。

本书可供临床中医师、中西医结合医师、中医院校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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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医门诊可以说是目前中医服务于大众最主要的方式。本书医案均来自于近年上海

市曙光医院传统中医科医师的门诊临床工作。

病案体例设置上强调反映中医门诊的核心内容，从临床实际情况出发力求简明，突出

中医临证思维，即立足于个案中医病机的辨证论治。

所有病案均只设中医病名诊断，反映主症，方便分类检索。病名以全国主流的各版中

医教材为准，但包括一些教材中没纳入但临床十分常见的单纯症状诊断，如口苦、口干等。

不设西医诊断，因具体个案的中医辨治不立足于西医诊断，且门诊病例往往西医诊断不明

或相关诊断依据不全。

不单设中医证候诊断，一则目前证候诊断没有统一的标准；二则其与中医疾病的关

系，并非一般教材中一病统多证的简单结构，而是一种多对多的关系；三则临床具体个案

病情往往复杂纷繁，单一证候诊断常不能反映全面情况。故单设病机分析一条，以使每位

医师的具体思路得以充分体现，因为中医的个体化治疗完全取决个案的病机变化，而不囿

于某种具体的“证候分型标准”。

在病案选择和收集上，从门诊患者的特点出发，多选择以２～５诊的个案，以使治疗目

标和过程相对明晰可读，不收集长期维持治疗的慢性病个案。加之日常诊务及其他工作

繁多，医师们留存的病例少之又少，得暇整理成册真正是挂一而漏万，只能反映门诊病例

沧海之一粟。希冀今后门诊病例留存整理能够常态化、系列化，以积累和丰富个案资料。

本书作者学术和临床经验各有特色，针对具体个案病机及用药分析上可能也会见仁

见智，然则每例病案材料详实可靠，每味用药及治疗均可于医院门诊数据库追溯，唯冀反

映真实临床情况，而科室作为中医临床示范带教基地，也是希望以实际病例临床带教，教

学相长；同时更希望通过这些来自于中医临床实践的一手资料，进行交流。故不揣浅陋，

汇编成册，希能就教于同道，求正于方家。

本书所载病案的收集整理，有赖于曙光医院传统中医科各位医师的密切协作，也与科

室多位临床研究生们的细心整理密不可分，在此并致谢忱！

编著者

２０１７年３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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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感　　冒

　　　　暑湿内蕴

　　黄某，男，５８岁。２００６年８月１日初诊。

主诉：发热、头痛２周。

病史：患者２周前不慎感冒，出现发热（体温３７．８℃）、头痛、咳嗽等症，外院查血常规

示白细胞总数７．７５×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５８．４％，淋巴细胞２６．１％，经静脉滴注病毒唑、青

霉素钾治疗后，病情无明显好转，遂来我院要求中医治疗。刻下：发热，体温３７．６℃，下午

较甚，头昏痛，咽喉不适，咳少无痰，微烦，口不渴，大便不干，望咽部微红湿润，心肺无殊，

舌暗红苔黄腻，脉缓滑。

病机：外感暑邪，湿热内蕴。

治法：清化湿热，利咽导邪。

方药：　　　　 　　　　　　　　 　　　　　　　　 　　　　黄连９ｇ　 黄芩１５ｇ　 黄柏９ｇ　 生栀子９ｇ
生薏苡仁３０ｇ　 赤小豆３０ｇ　 滑石３０ｇ　 甘草３ｇ
桑叶９ｇ　 白菊花９ｇ　 夏枯草１２ｇ　 白茅根１５ｇ
青蒿１５ｇ　 白薇９ｇ　 桔梗９ｇ　 牛蒡子９ｇ

７剂，每日１剂，水煎服。

结果：患者后因他病来诊，述服上方３剂后热退症失，遂止后服。

【按语】　本案发热、头痛和咽喉不适等系由外感暑邪，湿热内蕴，热重于湿所致，故用

黄连解毒汤（黄连、黄芩、黄柏、生栀子）合生薏苡仁、赤小豆清化湿热，六一散（滑石、甘

草）、白茅根清利湿热，并导邪由小便而出，桑叶、白菊花、夏枯草清散头部风热，青蒿、白薇

清透阴分与血分之热邪，桔梗、牛蒡子利咽喉，诸药合用，可清上焦、化中焦、利下焦，总使

湿热之邪尽除而病愈。

（姜兴俊）

　　邪困少阳

　　叶某，女，３２岁。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７日初诊。

１００



主诉：时冷时热３日。

病史：患者近３日来时冷时热，冷时浑身发抖，热时身肤灼热，头微晕，唇干，无胸胁

苦满、口苦、咽干，纳食尚可，舌淡红苔薄黄，脉细弦，重按无力。

病机：邪困少阳。

治法：和解少阳。

方药：柴胡３０ｇ　 黄芩１５ｇ　 半夏１２ｇ　 太子参３０ｇ
大枣１０ｇ　 生姜６ｇ　 甘草６ｇ

３剂，每日１剂，水煎服。

结果：３剂药尽而病愈。

【按语】　患者寒热往来，虽无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等证，但据《伤寒论》“有柴胡证，但

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之训，即确定为小柴胡汤证而用其原方（惟患者唇干而用太子参益

气生津）获效。

（姜兴俊）

　　营卫不和，外感暑湿

　　吴某，女，４７岁，２０１３年８月初诊。

主诉：发热２日，伴头痛畏风咳嗽。

病史：夏日淋雨后即感头痛畏风，怕冷，发热，渴不多饮，时有咳嗽，少痰，色黄，困倦

神疲。舌淡红，苔薄黄，脉浮数。血常规正常。

病机：营卫不和，外感暑湿。

治法：辛凉疏风，轻清暑湿。

方药：香薷１２ｇ　 淡豆豉１２ｇ　 青蒿１５ｇ　 连翘１２ｇ
金银花１５ｇ　 蝉蜕９ｇ　 僵蚕９ｇ　 芦根１２ｇ

１４剂，水煎服，每日１剂。

【按语】　患者夏日雨中涉水，感冒风邪与当令之时气相合即挟暑湿而伤人。暑湿内

侵，风邪外束，风性轻扬，多犯上焦，故《素问·太阴阳明论》：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暑湿

伤表，卫表不和，则见发热、身痛、畏风；风暑挟湿上犯清空，则头痛；肺失宣肃则见咳嗽；湿

热中阻，气机不展，则渴不多饮。治此类病证宗“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轻清暑湿，辛凉

疏风。香薷、豆豉取香薷饮之意；金银花、青蒿、芦根清暑泄热；蝉蜕、僵蚕祛风止咳。

（沈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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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感 发 热

　　　　三阳合病，痰热内郁

　　杨某，女，２４岁。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１日初诊。

主诉：发热１周。

病史：患者近１周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最高４０℃，自服泰诺林后能汗出热退，

旋即体温复升，伴恶寒，喉中痰滞感，略咳，纳欠佳，寐安，大便略干，小便调。舌淡红略暗

苔黄腻，脉浮滑数。查体：咽扁色淡无肿大，两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性啰音。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２１日血常规：白细胞９．３×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７５．８％，血红蛋白９２ｇ／Ｌ，Ｃ反应

蛋白１０３．８ｍｇ／Ｌ。

病机：三阳合病，痰热内郁。

治法：清利三阳，降气止咳。

方药：柴胡３０ｇ　 桂枝１５ｇ　 葛根３０ｇ　 炒白芍１５ｇ
黄芩１５ｇ　 生石膏３０ｇ　 生甘草６ｇ　 青蒿１５ｇ
制半夏１２ｇ　 苦杏仁９ｇ　 苏叶１０ｇ　 桔梗６ｇ

４剂，水煎服，每日１剂，分２～３次口服。

二诊（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患者诉服上方期间大便日行２～３次，服完３剂即体温

退至正常，未服相关西药，近２日体温维持在３６．４℃左右，伴稀水样便，喉中异物感，咳

少量稀痰，口干，正入经期，舌淡红苔薄黄腻，脉细弦滑。复查血常规：白细胞５．６×

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６９．１％，血红蛋白９８ｇ／Ｌ，Ｃ反应蛋白（ＣＲＰ）４２．６ｍｇ／Ｌ。予半夏厚

朴汤合小柴胡汤３剂善后。

【按语】　患者发热１周体温未退，伴恶寒说明存在太阳证，大便干提示已半入阳明，

发热恶寒反复类似寒热往来，提示少阳证，因此按中医六经辨证可诊为三阳合病，喉中痰

滞，舌苔黄腻提示兼有痰热内郁。故而治疗上以桂枝、苏叶解表；柴胡、黄芩清少阳；石膏

清泄阳明；葛根解热生津；又患者临近经期，考虑血虚阴分有热，故予白芍养血，青蒿透阴

分之热解表；佐以半夏、杏仁、桔梗宣肺清热化痰。服药３剂热退身凉，血象亦基本恢复正

常。后因患者正值经期，予半夏厚朴汤解郁化痰，小柴胡清胞宫之热善后。

（傅慧婷）

３００



　　风热毒蕴，郁而发热

　　章某，女，３０岁。２００５年４月８日初诊。

主诉：发热３日。

病史：患者３日前感冒后发热，西药治疗效果不佳，遂来我处诊治。刻下：发热，体温

３８．６℃，夜热汗出，口干，咽痛，咳嗽，咯黄色黏痰，舌淡红质润苔薄黄，脉滑数。望咽部充

血，左侧扁桃体红肿。化验血常规无异常。

病机：风热毒蕴，郁而发热。

治法：清热解毒，透利导邪。

方药：金银花３０ｇ　 连翘３０ｇ　 蒲公英３０ｇ　 紫花地丁２０ｇ
黄芩３０ｇ　 浙贝母１５ｇ　 薄荷１５ｇ　 柴胡３０ｇ
生石膏３０ｇ　 竹叶１０ｇ　 青蒿１５ｇ　 白薇１５ｇ
芦根３０ｇ　 白茅根３０ｇ　 滑石３０ｇ

每剂煎服５次。就诊当日每２小时服１次，翌日则一日服３次。

结果：药后当晚体温即降至正常，翌日再服而愈。其家中小儿发热，同时喂服此药后

发热亦退。

【按语】　患者系外感风热，毒蕴咽喉，郁而发热，故用金银花、连翘、蒲公英、紫花地丁

清热解毒，黄芩、浙贝母清热化痰，薄荷清透肌表风热，柴胡清解半表半里之热，生石膏清

解气分之热，青蒿、白薇清解阴血之热，竹叶、芦根、白茅根、滑石则清导邪热由小便而出。

诸药合用，总使病邪尽除而发热速愈。

（姜兴俊）

　　肺热肠寒

　　金某，女，６０岁。２０１５年５月４日初诊。

主诉：反复发热半年余。

病史：患者身热起伏，半年之久，于外院多次检查无明显异常，近３日体温又起，最高

体温３９．７℃，刻下：体温４０．２℃，肢体关节酸痛，畏寒，咽痛不显，口干，咳嗽，痰色白，昨日

大便３次，水泻，舌暗，苔薄白，脉滑数。既往２型糖尿病病史。

病机：肺热肠寒。

治法：疏风清肺，健脾化湿。

方药：荆芥９ｇ　 防风９ｇ　 生石膏１５ｇ　 芦根２０ｇ
茯苓１５ｇ　 苍术１２ｇ　 炙麻黄９ｇ　 升麻６ｇ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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