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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原温补肾阳之基础上，加入活血化瘀、疏肝理

气之品，以期经畅而痛减。 依上法调理后，患者证实

已成功受孕，故予补肾健脾，养血安胎。

综上李师认为， 调经之道则不外乎补肾疏肝，

健脾理气，而治肾为其中之根本。 补肾当注意阴阳

平衡，阳虚明显者可加用桂附；而脾为后天之本，与

先天相互滋养，其运化吸收功能的正常与否直接影

响到药物的效用，故用药亦当时时顾护脾胃。 经后

期予补肾养血，滋养根本；氤氲期则可加入温阳开

窍之品促进卵泡成熟及排出； 黄体期注意顾护肾

气，健全黄体功能；经前期血海满溢，以活血调经疏

肝。 值得注意的是，经水逾期未转切忌一味活血催

经，必须排除怀孕后方可用药，待患者受孕后则适

时予补肾养血安胎之药，以固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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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师黄锡琨（

1930

—

2013

），号瑶庭，镇江市名

中医，

15

岁在镇江仁寿药号学中药、针灸，后师从

省内著名儿科喉科专家褚润庭随诊

18

年。 黄师从

医

68

载， 日门诊量

100

余人， 一生处方量约

200

万张，德艺双馨，在镇江地区享有极高声誉

[1]

，获”

镇江好人”荣誉称号。 小儿高热多由外感六淫之邪

或疫戾之气侵及机体，或乳食所伤，或暴受惊恐，

导致阴阳失调，且小儿为纯阳之体，“阳常有余，阴

常不足”，故易引发高热。 黄师治疗小儿外感高热，

强调“四诊合参”，首重望诊，尤其推崇咽诊、舌诊，

通过察面色神态，观形体肌肤，审苗窍，看舌态，视

咽喉，来判断病证的表里轻重缓急。 治疗上组方灵

活，用药轻灵，尊崇但不拘泥古方，因小儿为“稚阴

稚阳”之体，故少用攻伐；小儿“易虚易实”“易寒易

热”“随拨随应”，故急性热证开方

1～2

剂，随证加

减，变化出神。 笔者自

1988

年以来，有幸随黄师侍

诊

20

年，今收集其治疗小儿高热验案

4

则 ，介绍

如下。

1

外感高热宜辛散解表、苦寒泄热

案

1.

刘某，女，

4

岁。

2003

年

5

月

6

日初诊。

高热咽痛

1

天。 患儿

1

日前淋雨后骤起高热，

恶风少汗，热峰

40.3℃

，咽喉红肿疼痛明显，服退热

药后体温下降不明显。 刻下：面红头痛，鼻塞、流浊

涕，烦躁不安，饮食稍减，咽部充血明显，两侧乳蛾

红肿明显，有黄色分泌物附之，舌质红、苔薄黄，脉

浮数有力。 血常规：白细胞

22.03×10

9

/L

，中性粒细

胞

90.0%

。 证属外感风热，侵及肺卫，邪毒搏结咽

喉。治拟辛凉解表，清热利咽。方选银翘散加减。处

方：

银花

10g

，连翘

10g

，淡豆豉

10g

，牛蒡子

10g

，薄

荷

3g

（后下），土牛膝

10g

，青蒿

10g

，前胡

10g

，柴胡

10g

，黄芩

5g

，山栀

10g

，桔梗

5g

。

1

剂，水煎服。

2003

年

5

月

7

日二诊：服药当晚热稍退，热峰

为

38.9℃

，咽喉红肿疼痛稍好转。 面红唇干，口渴欲

饮，不欲饮食，咽部充血，两侧乳蛾红肿，有较多黄

色分泌物，舌红、苔黄，脉洪数有力。 血常规：白细胞

19.36×10

9

/L

，中性粒细胞

85.72%

。 辨为热在气分，拟

清气泄热。 方选竹叶石膏汤、银翘马勃散加减。 处

方 ：淡竹叶

10g

，石膏

20g

（先煎 ），青蒿

10g

，前胡

10g

，柴胡

10g

，葛根

10g

，银花

10g

，生大黄

3g

（后

下），马勃

5g

，土牛膝

10g

，薄荷

3g

（后下 ），蒲公英

10g

。

2

剂，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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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5

月

9

日三诊：

2

剂药后热退， 咽痛明

显好转，咽部充血，两侧乳蛾红肿，已无脓性分泌物，

舌红、苔黄腻，脉滑数。血常规：白细胞

6.96×10

9

/L

，中

性粒细胞

43.12%

。 证属热毒搏结咽喉。 治拟清热解

毒、利咽消肿。 方选银翘马勃散加减。 处方：银花

10g

，连翘

10g

，天花粉

6g

，贯众

7g

，天葵子

7g

，制大

黄

3g

，马勃

5g

，土牛膝

10g

，七叶一枝花

10g

，蒲公英

10g

。

3

剂，水煎服。

3

剂药后，患儿咽痛消失，咽部无充血，扁桃体

无肿大。

按：患儿病之初，风热之邪侵及肺卫，邪毒搏

结咽喉，则发热、咽痛、乳蛾红肿；肺气失宣，气道

不利，则鼻塞喷嚏、流浊涕；风热上扰则头痛。 以牛

蒡子、薄荷辛凉解表，银花、连翘、土牛膝、黄芩、山

栀清热利咽，青蒿、前胡、柴胡解表退热，桔梗载药

上行，淡豆豉解表宣郁。 二诊辨为热在气分，热伤

津液，则面红唇干；引水自救则口渴欲饮。 以石膏

清热生津，竹叶清热除烦共为君；银花、生大黄清

热解毒共为臣；薄荷、马勃、土牛膝、蒲公英利咽喉

共为佐使。 诸药配伍，退热利咽喉，使热清烦除，气

津两复。 三诊热退，咽痛明显好转，治以银花、马勃

清热解毒，七叶一枝花、土牛膝清热利咽，连翘、天

葵子、制大黄、贯众、蒲公英、天花粉清热解毒利咽

喉。

2

疫毒高热宜开门逐寇、清热解毒

案

2.

李某，女，

3

岁。

2009

年

7

月

3

日初诊。

高热、腹泻半天。 患儿昨夜哭闹，家长予冰酸奶

1

瓶，食后当夜腹泻

5

次，泻势急迫，夹有黏冻，时而

赤白相间， 腹痛， 里急后重， 高热不退， 测体温

39.8℃

，口渴喜饮，呕恶未吐，小便短黄。 口服退热药

后来我处就诊。 舌质偏红、苔薄黄微腻，脉滑数。 大

便常规：脓细胞

20～25

个

/HP

，可见吞噬细胞；血常

规：白细胞

21.18×10

9

/L

，中性粒细胞

89.5%

。 证属外

感秽戾，湿热相搏肠间，传化失司。 治拟通因通用，

清肠分利。 方选白头翁汤、葛根芩连汤加减。 处方：

白头翁

10g

，大黄

3g

（后下），煨葛根

10g

，黄连

1g

，炒黄芩

6g

，辣蓼

10g

，鸡苏散

10g

（布包），马鞭草

10g

，青蒿

10g

，柴胡

6g

，煨木香

3g

，炒车前子

10g

（布

包）。

1

剂，水煎服。

2009

年

7

月

4

日二诊：腹痛、腹泻减轻，热势下

降，退而未尽，神疲纳少，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

大便常规：脓细胞

10～15

个

/HP

，无吞噬细胞；血常

规：白细胞

15.58×10

9

/L

，中性粒细胞

79.4%

。 证属湿

热相搏肠道，传导失司。 治拟清肠化湿、分清泌浊。

方仍用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加减。 处方：黄连

1g

，

白头翁

10g

，制大黄

3g

，煨葛根

10g

，炒黄芩

6g

，鸡苏

散

10g

（布包），马鞭草

10g

，辣蓼

10g

，青蒿

10g

，煨木

香

3g

，炒白术

10g

，白芍

10g

。

2

剂，水煎服，日

1

剂。

2009

年

7

月

6

日三诊：腹痛止，低热便溏，体温

37.5～37.7℃

，神疲纳少，舌质红、苔黄腻，脉小数。 大

便常规：脓细胞

1～2

个

/HP

；血常规：白细胞

7.58×

10

9

/L

，中性粒细胞

48.76%

。证属湿热留恋肠间，累及

脾土。 治拟清肠化湿，健脾止泻。 方选葛根芩连汤、

参苓白术散加减。 处方：黄连

0.5g

，炒黄芩

3g

，煨葛

根

10g

，马齿苋

10g

，炒党参

10g

，煨木香

3g

，炒白术

10g

，白芍

10g

，茯苓

10g

，甘草

3g

。

2

剂，水煎服，日

1

剂。

2

剂药后患儿痊愈，大便常规检查正常。

按：患儿于不洁饮食后出现腹泻，泻势急迫。 腹

痛，里急后重，夹有黏冻，赤白相间，高热 ，小便短

黄，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等皆为湿热相搏之象。 初

诊用白头翁、大黄、黄连、黄芩清解胃肠湿热；大黄

泻热通便，通因通用，开门逐寇；葛根解表退热，生

津升阳；鸡苏散、马鞭草清热化湿；辣蓼、车前子清

肠化热；青蒿、柴胡清热；木香行气止痛。 木香、葛根

旨在加强健脾之功效。 二诊时诸证好转，辨证仍为

湿热搏击肠间，治宗原法，方中去柴胡、车前子，加

白芍、白术和营缓急健脾，其中黄连、白头翁为君，

大黄、黄芩、鸡苏散、马鞭草共为臣药，其他为佐使。

用制大黄，去其泻下通便之性，存其清热泻湿之效。

三诊时辨证属于肠间湿热留恋，脾土受累，方选葛

根芩连汤清肠化湿， 化裁参苓白术散健脾止泻，方

中黄连、黄芩用量减小，以防苦寒败胃。 药服

2

剂，

终于痊愈。

案

3.

杨某，男，

9

岁。

2005

年

3

月

12

日初诊。

高热

5

天，头痛、呕吐

1

天。 患儿

5

天前在外院

确诊为腮腺炎，予对症治疗无明显好转，呈稽留高

热， 热峰

40℃

。 昨日起患儿诉头痛， 喷射状呕吐

1

次，精神萎，经腰穿等检查确诊：腮腺炎并发脑炎。

给予甘露醇脱水降颅压、抗病毒、冰敷、口服退热药

等，患儿仍高热不退，经朋友推荐来黄师处就诊。 刻

下：神昏嗜睡，精神萎靡，高热，体温

40.1℃

，两耳下

漫肿，疼痛拒按，头痛项强，烦躁便结，口干欲饮，舌

质红、苔黄腻，脉滑数。 证属外感风温疫毒，毒疫之

气上攻于脑，邪热内陷。 治拟清热解毒，息风开窍。

方选普济消毒饮、白虎汤、柴葛解肌汤、蒿芩清胆汤

加减，处方：

生石膏

60g

（先煎 ），知母

10g

，水牛角

20g

（先

煎），钩藤

20g

（后下），炙僵蚕

20g

，大青叶

10g

，黄连

5g

，青蒿

15g

，柴胡

10g

，连翘

10g

，黄芩

6g

，葛根

15g

，

马勃

6g

，天花粉

10g

，蒲公英

15g

，甘草

5g

。

3

剂，水

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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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3

月

15

日二诊：精神转佳，已无头痛，

热势渐减，体温在

37.6～38℃

之间，两耳下疼痛亦减

轻。 神疲纳少，尿少色黄，舌质红尖有芒刺、苔黄腻，

脉滑数。 治拟凉血解毒。 予普济消毒饮、蒿芩清胆

汤、清营汤加减。 处方：黄连

2.5g

，黄芩

6g

，大青叶

10g

，玄参

10g

，青蒿

15g

，柴胡

10g

，生石膏

30g

（先

煎），马勃

5g

，水牛角

20g

（先煎），炙僵蚕

20g

，淡竹

叶

10g

，白芍

15g

，天花粉

10g

，蒲公英

15g

。

3

剂，水

煎服。

2005

年

3

月

18

日三诊：低热夜甚，体温

37.2～

37.3℃

，口干心烦，神疲多汗，时觉头晕，舌红少苔，

脉细数。 治拟滋阴清热，方选沙参麦冬汤加减。 处

方：人参叶

10g

，青蒿

10g

，生地

20g

，天冬

10g

，麦冬

10g

，玄参

10g

，白芍

10g

，乌梅

6g

，北沙参

10g

，玉竹

10g

，橹豆衣

10g

，甘草

3g

。

5

剂，水煎服。

药后患儿痊愈。

按：患儿腮腺炎高热

5

天后出现头痛项强、神

昏嗜睡、烦躁便结、口干欲饮、舌质红、苔黄腻 、脉

滑数，此等症状，皆为疫毒之气上攻于脑，邪热内

陷所致，治拟清热解毒、息风开窍。 方中石膏清热

生津、止渴除烦，水牛角清热解毒、凉血定惊，共为

君； 大青叶清解热毒， 黄连清热泻火解毒共为臣

药 ；钩藤 、僵蚕清热平肝 、祛风止痉 ，知母清热养

阴，青蒿、柴胡、葛根退热，连翘、黄芩、天花粉、蒲

公英、马勃、甘草清热解毒，共为佐使。 二诊时患儿

神清，诸症减轻，治则不变，方中去知母、钩藤、葛

根 ，石膏 ，黄连减半加玄参 、白芍 、淡竹叶凉血和

营、清热除烦。 三诊辨证属热伤气阴，以北沙参、生

地、天冬、麦冬、玄参、玉竹滋阴，白芍、乌梅、甘草

酸甘化阴，青蒿退虚热，人参叶益气养阴，穞豆衣

除热、止汗。

3

惊恐高热宜安神镇惊、平调阴阳

案

4.

邵某，男，

2

岁半。

2010

年

1

月

10

日初诊。

高热、 惊惕

1

天。 患儿昨日在电影院看

3D

电

影，受惊吓后出现哭闹烦躁，夜间高热，面青不安，

欲要人抱。刻下体温

39.1℃

，血常规检查及体格检查

均无异常，舌象正常，脉数。 证属惊恐伤神，阴阳失

调。治拟安神镇惊，平调阴阳。方选：远志丸加减。处

方：

远志

10g

，炙僵蚕

15g

，石菖蒲

6g

，茯神

10g

，龙

齿

15g

，钩藤

15g

，菊花

6g

，灯心草

3g

，矾水炒郁金

10g

，甘草

5g

。

3

剂，水煎服。

后该患儿以他疾就诊，问及此事，答服药

1

剂，

热即退，也能安睡，为巩固治疗，

3

剂药皆服完，患儿

康复。

按：患儿暴受惊恐，阴阳失调，而致高热；惊则

气乱，恐则气下，热扰心神，则烦躁哭闹。 方中远志、

菖蒲、茯神、龙齿安神定志，钩藤、菊花息风定惊，矾

水炒郁金、灯心草解郁清心。 诸药配伍，以图安神镇

惊、平调阴阳，神安，阴阳和，热自退焉。

黄师治疗小儿外感高热，详察病史，循因施治，

往往三二剂中药，即效如桴鼓。 黄师认为：小儿外感

高热，病初邪在卫分，即发热半天至一天内，多属于

太阳经证，往往先用辛散解表、透热达邪之法

[2]

；当

病情进展，出现身大热、口大渴、脉洪大滑数等气分

征象时，说明病已入阳明经，可用辛寒之石膏，甘淡

寒兼备之淡竹叶，甘寒之苇茎、芦根，互相配伍，解

肌清热，除烦止渴；如热邪进一步深入，出现腹满胀

痛、烦躁便秘等阳明腑实证的征象，可使用山栀、黄

芩、黄连、大黄、知母等苦寒药物，以清里热；退热同

时，还须对因对症治疗，如咽痛则解毒利咽，抽搐则

息风定惊。 黄师治疗疫毒高热，不妄用清解，他认为

疫毒高热患儿，体质较为强盛，正邪相搏，发为高

热，此时宜开门逐寇，驱邪有利于退热

[3]

，常将大黄

与山栀、黄连等药物同用，通因通用、清热解毒。 针

对小儿惊恐高热，黄师认为 ，小儿以“肝为先天”，

“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

心神怯弱，暴受惊恐，造成阴阳逆乱，引发高热，治

疗小儿惊恐高热，宜安神镇惊、平调阴阳，药以龙

齿、珍珠母为君，远志、茯神为臣，青蒿、石膏、柴胡、

连翘、黄芩、葛根、大青叶、黄连、知母、水牛角、白

芍、甘草互为佐使。 黄师治疗热病，喜用性味相近之

药对，以增强疗效，如前胡与柴胡、木香与葛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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