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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论讲义(附光盘供中医学含骨伤方向等专业用第2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著者李赛美等
。

《伤寒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辨证论治专书。
书中论述了多种外感热病和部分内伤杂病的诊治，构建了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为后世临床各科辨
证论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对疑难病证的辨析和认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历来都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必修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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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知识拓展） 本方具有发散风寒、调理气血、解痉缓急的功效。
现代使用本方之治疗范围，已涉及多系统、多病种，如呼吸系统疾病之流行性感冒、急性支气管炎、
肺炎、过敏性鼻炎、慢性副鼻窦炎等；消化系疾患之痢疾、肠炎、胃肠型感冒等；神经、运动系统疾
患之周围面神经麻痹、各类神经性疼痛、纤维性肌痛、紧张性头痛；软组织损伤如急性腰扭伤、踝关
节扭伤、腰肌劳损、颈椎病、肩周炎等。
 本方证治虽多，然其要点有三，其一，风寒外感或证属风寒之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等。
其二，消化系统疾病之痢疾、肠炎等，以本方功能外散风寒、起阴气上达而治利故也（参考第32、33
条）。
其三，本方由桂枝汤减桂枝、芍药用量，加葛根、麻黄而成，既能解散风寒，又无过汗之弊，更有升
津液，舒筋脉之效，故凡身体肢节疼痛、项强之类，若由外感风寒所致者，其理尽在本条之中，不必
赘言；若虽疼痛、项强，并无外感征兆者，要在辨析经脉气血郁滞，必无脏腑病证，亦无热象者，方
可酌情用之。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本方能显著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降低脑血管阻力。
 （医案选录） 封姓缝匠，病恶寒，遍身无汗，循背脊之筋骨疼痛不能转侧，脉浮紧。
余诊之日：此外邪袭于皮毛，故恶寒无汗，况脉浮紧，证属麻黄，而项背强痛，因邪气已侵及背俞经
络，比之麻黄证更进一层，宜治以葛根汤。
葛根五钱、麻黄三钱、桂枝二钱、白芍三钱、甘草二钱、生姜四片、红枣四枚。
方意系借葛根之升提，达水液至皮肤，更佐麻黄之力，推运至毛孔之外。
两解肌表，虽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同意，而用却不同。
服后顷刻，觉背内微热，再服，背汗遂出，次及周身，安睡一宵，病遂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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