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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名老中医治疗
小儿外感热病经验荟萃

李发军 1 李 敏 2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北京 100010）

【摘要】 小儿外感热病是儿科的常见病，也是中医治疗的优势病种。北京中医医院儿科自建院以来涌现了祁振华、周慕

新、滕宣光、宋祚民、温振英、王应麟、佘继林等名老中医，他们在治疗小儿外感热病方面疗效卓著，在辨治思路上一脉

相承，均以清热透邪为治法主线，在加减用药方面又各有侧重，一脉相承中又不断创新。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名老中医强调

小儿外感热病常传变迅速、易从热化，治疗以清热透邪为主要治法，兼以导滞泻热、平肝息风、育阴凉血等，同时注重顾

护脾胃，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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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热病是指由外邪侵入人体、以发热为主要

症状的一类疾病，与现代医学的急性病毒性及细菌

性感染相对应。中医对于外感热病的探索贯穿了整

个中医学发展的时间线，《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

外感热病的理论基础，东汉张仲景创立外感热病的

六经辨治体系，明清时期极大地发展了疫病和温病

学说，当代临床大家又将中医传统理法与西医的感

染病、传染病学说相联系，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展开外感热病重症的救治工作，几千年丰富的诊疗

经验和良好的临床疗效使其成为中医的优势病

种［1-2］。由于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藩篱薄弱，

因此六淫及时行之邪易从口鼻或皮毛乘虚而入，导

致卫阳被遏，肺卫失宣，其中“发热”为常见

表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儿科自 1956
年建院以来，涌现了祁振华、周慕新、滕宣光、

宋祚民、温振英、王应麟、佘继林等名家，善于

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辨证论治其外感热病，辨

治思路一脉相承，又结合家学、师承及时代特点

而各有侧重，形成了以“清热透邪法”为主，养

阴、清肝、导滞等为辅的辨治特点。现将北京中

医医院儿科名老中医（下文简称为“名老中医”）

论治小儿外感热病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进行归

纳，以飨同道。

1 对小儿外感热病的病因病机认识 
外感热病的发生与个人体质的强弱及病邪的

强弱密切相关。体质强，则“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但若病邪过于强悍 （如一些烈性传染病），

亦可导致众人同时或先后发病。患外感热病后，

人体表现出的中医证候类型又与个人的体质特点、

病邪性质及气候环境息息相关。小儿为“纯阳之

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同时又是“稚阴稚阳”

之体，因此患外感热病后其发病特点、证候类型

与成人显著不同。

各位名老中医无不强调小儿外感具有“传变

迅速、易从热化”的特点。祁振华提出小儿外感

传变快，表热证居多［3］。周慕新认为小儿代谢旺

盛，感邪后极易化热［4］。滕宣光师承周慕新，同

样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外感风寒后极易化热，

并指出在临证时常观察到风寒转温的过程［5］。温

振英根据小儿脏腑脆弱、肌肤娇嫩的生理特点及

易虚易实的病理特点，提出疾病发生后容易传里，

且外感邪气后容易化热伤阴［6］。王应麟认为小儿

外感热病以高热为主，邪毒由表入里较快，卫分

证候短暂而不显著，表证证候不如成人明显；同

时由于小儿形神怯弱，邪易深入进而发生邪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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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心包、肝热引动肝风等变证［7］。佘继林也提出

“小儿外感风寒少而风热多，热病最速”。

基于小儿上述生理及病理特点，名老中医在

治疗小儿外感热病时，以清热透邪为主要立法，

兼以导滞泻热、平肝息风、育阴凉血等法。

2 治疗小儿外感热病的精要 
2. 1　疏透并举祛其邪　

外感疾病，祛邪为第一要义。温病学家叶天

士《温热论》中言：“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

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

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

血散血。”阐明了温病的传变规律及治疗原则。然

名老中医学习经典而不拘泥于经典，针对小儿外

感热病传变迅速的特点，采用疏透并用，疏风散

邪的同时及早用药从阴分透邪，共同驱邪外出。

疏风散邪常用柴胡、葛根、防风、荆芥穗、薄荷

等，透邪药常用青蒿、银柴胡。

小儿外感六淫或时行之邪，先犯卫表，邪在

卫者，治当解表宣散透达，使邪从腠理外出。因

小儿外感以风邪为主且易从热化，故多用疏风散

热之法。祁振华和佘继林均喜用荆芥穗配薄荷疏

风散热，取“银翘散”辛凉少佐辛温以增强透表

散邪之意。温振英喜用防风解表，其为“风中之

润药”，辛微温，祛风解表而无燥烈之弊。同时祁

振华认为，表证治疗以“汗”为主，但因“血汗

同源”“汗为心之液”，故应中病即止，不可过汗。

病邪在表，也有虚实之分，对于平素表虚、多汗

易感或中气不足、脾胃虚弱的体弱儿，外感热病

时可表现为唇舌色淡、手足不温甚至恶寒寒战，

则解表时宜用柴胡、葛根以升阳解肌，助力汗解，

忌用麻黄、桂枝等过于发汗之品。

诸位名老中医在疏风解表的同时，强调先证而

治，依据温病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知其传变之

势，超前一步，在未出现营血分病症表现的疾病早

期即使用青蒿入阴分透邪达表外出，截断疾病的发

展传变之势，防止病邪深入。青蒿苦寒清热，芳香

透络，《温病条辨》青蒿鳖甲汤用其引阴分之邪外

出，常配白薇、银柴胡等善入阴分之药泻热凉营助

其透邪外出。滕宣光抓住患儿午后热重及夜间身热

等的表现，选用青蒿、银柴胡、地骨皮、白薇、牡

丹皮创立青柴汤入营分透邪外出，截断疾病传变之

势，临床辨证加减应用退热迅速［8-9］。

2. 2　气血同辨制其热　

小儿外感易入里化热，遵“热者寒之”之则，

治当清解里热。然热有虚实之分，有在气分血分

之别，名老中医多通过辨别热之虚实及气血分的

不同选择清热药。外邪由表入里深入气分，治当

清气泻热，常选用石膏、知母、寒水石、芦根、

天花粉、栀子、黄芩、黄连、连翘、土茯苓、大

青叶、板蓝根、青黛等。石膏和知母为气分证常

用方剂白虎汤的组成药物，两者相须为用既可清

气分之热，又可救已伤之津；芦根、天花粉均可

清肺胃气分实热，并可生津止渴；栀子善清三焦

之火，黄芩、黄连善清中上焦之热；大青叶、板

蓝根、青黛清热解毒又可凉血；土茯苓具清热解

毒之功，因其性味甘淡平、不苦寒而为温振英最

为喜用；青黛、寒水石为王应麟先生家传喜用之

对药，二者均为咸寒之品，王应麟认为其寒能清

热，咸以入血，二者相配应用可入血归肾，使血

分毒火热邪下行从水道而去［10］，同时青黛有清肝

泻火定惊之功，可防治小儿动风惊厥之症。

气分之邪不解，则热邪渐入营血，当清营透

热，引营阴分之热外出达表。青蒿苦寒清热，辛

香透散，为各位名老中医治疗小儿外感热病最常

用之药，同时可配伍白薇、银柴胡、地骨皮等。

对于高热患儿，表现为唇红舌绛者，常早期加用

凉血之品，常用玄参、牡丹皮、紫草。其中，玄

参咸寒入血分，既可清热凉血、解毒散结，又可

滋阴降火；牡丹皮性味辛苦寒，入血分而善于清

透阴分伏热，为治无汗骨蒸之要药，同时又具活

血祛瘀之功，防血热凝滞；紫草清热凉血活血、

解毒透疹，善治血热出疹之证。

2. 3　养阴保津贯始终　

发热与阴伤贯穿于小儿发热的全过程，发热

势必会伤津耗液，而小儿又阴常不足，阴伤则无

以制阳，则热邪更盛，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各位

名老中医均认识到此问题，在清热透邪的同时还

重视顾护阴津，且用药各有特色。祁振华慎用汗

法，选用荆芥穗、薄荷等发散轻剂防止发汗太过

而伤阴，且在临证组方时亦喜投玄参、白芍、石

斛等养阴药。周慕新提出治疗小儿热性病，存阴

救液是关键，临床上自气分热起，即喜用白芍敛

阴，并按病在气营血分选择不同清热养阴生津剂

如白虎汤、养阴清肺汤、青蒿鳖甲汤、增液汤及

五汁饮等。温振英认为“温邪入里，易耗气伤

阴”，故容易出现“邪热未尽而正气已虚”的病理

状态，由此提出了益气养阴、清热透邪之法。临

证时除常选用芦根、白茅根、天花粉、玄参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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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热养阴生津之功的药物外，还喜用乌梅、黄

精。阴虚体质患儿多为过敏体质，外感后常继发

咳嗽迁延不愈的过敏症状，外感发热早期使用乌

梅与甘味药合用以酸甘化阴，还利用其抗过敏作

用起到未病先防之功，在临床组方时与方中辛味

祛风药配伍而无敛邪之弊。对于体弱患儿，温振

英常用黄精以益气养阴，扶助正气，驱邪外

出［11-12］。由此可见，诸位名老中医均善用养阴药。

2. 4　清热化滞导邪出　

小儿脾常不足，乳食不知自节，易于乳食积

滞。乳食停滞不仅是感受外邪的诱因，也是感受

外邪后易于出现的兼挟证，应用泻热导滞之品是

名老中医治疗小儿外感热病的一个常用辅助治法。

祁振华发现患儿外感热病时易出现大便干结或黏

滞臭秽，在疏风解表、清热透邪的同时，常加用

红雪丹以清热导滞。红雪丹组成主要有生石膏、

玄参、玄明粉、沉香等，使积热从大便而出，有

助于汗出热解。

小儿脾常不足，运化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名老

中医在以清热透邪法为主治疗小儿外感热病的同

时，又注意顾护小儿脾胃。如用药主张中病即止，

不可过服；清热药用以甘寒药多，苦寒药为少等。

可见名老中医组方用药思虑周全、用药谨慎。

3 温振英教授治疗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案举例 
患者，女，5 岁，2017 年 11 月 18 日初诊，主

诉：发热 4 d。患者 4 d前发热，最高体温 39. 5 ℃，

2 d前诊断为甲型流感，服用奥司他韦 2 d未效。刻

下症见：高热，不恶寒，咽痛，口渴、大便干燥。

查体：体温 39 ℃，神清，略显烦躁，呼吸平稳，

周身无皮疹，面红、唇红、咽红，双肺呼吸音清，

心率 120次/min，律齐，腹软无压痛。舌红苔薄白

少津，脉数。辅助检查：白细胞 6. 9×109/L，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32%，淋巴细胞百分比49%，单核细

胞百分比 10. 8%；甲流抗原检测（+）。西医诊断：

甲型流行性感冒；中医诊断：小儿感冒，时行感

冒证。治法：清热透邪解表，药物组成：防风

10 g，青蒿 10 g，地骨皮 10 g，白茅根 15 g，芦根

15 g，玄参 10 g，牡丹皮 10 g，天花粉 10 g，黄芩

10 g，黄精 10 g，寒水石 10 g，陈皮 10 g。5 剂，1
剂/d，水煎服。1 周后复诊，诉服用 1 剂即热退，

微咳。

4 小结 
北京中医医院诸位名老中医认为小儿外感热

病常传变迅速、易从热化，易虚易实，耗气伤阴，

治疗时以清热透邪为主要立法，兼以导滞泻热、

平肝息风、育阴凉血等，同时结合小儿脾常不足

的特点，临证时关注脾胃，选药多甘寒、少苦寒，

避免伤及脾胃。诸位名老中医在辨治思路上一脉

相承的同时，又结合家学、师承及时代特点，各

有侧重，不断发展，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

及临证经验，值得进一步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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