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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
“
卫气营血

”

辩证在猪病诊治上的

应用及其规律探讨

梁 斌
( 米易县农牧局 四川米易 61 7 2 0 0)

摘 要
:

本文运用
“

卫气营血
”

抖证对三十六例 沮热病猪进行辫证施治
,

结果表明对温热病猪卫分证
,

气分证
,

营分证
,

血分证的治愈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67 %
、

92 %
、

5 004
一 1 00 %

、

75 % 一 100 %
、
住 5 0Ok

、

O
、

O
。

并对温病
“

卫气营血
”

辫证在猪病诊治

上的应用及其规律进行 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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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
“

卫气营血
”

辩证理论是清代温病学家叶

天士创立的
。

这一理论对温病的病理变化及证型作

出了理论性的概括
,

已广泛运用于兽医临床
,

它是

指导温热病辩证的理论依据
。

猪病中外感温热病邪

所致的症证比较多见
,

运用
“

卫气营血
”

辩证对三十

六例温热病猪进行辩证施治
,

收到较好的效果
。

一
、

辩证论治
根据温热病发展过程中病情的轻重

、

病位的深

浅
,

各阶段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规律
,

分为
“

卫
” “

气
”

“

营
’
川血

”

四种证型
,

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治疗
。

(一 )辩证分型
:
在诊治过程 中

,

具有以下一些

证型
。

1
、

卫分证主证
:

低热
、

微畏风寒
、

鼻气不通
、

喉部

触诊敏感
、

咳嗽
、

喜饮
、

舌尖边淡红
,

舌苔淡白
、

脉象

浮数
。

2
、

气分证主证
:
据感受温邪的差异及邪犯气分

所在脏腑部位不同
,

可分为以下四种证型
。

l) 热塞于肺主证
:
全身灼热

,

吻突上有汗
、

贪饮
、

嗽
、

气喘
、

鼻涕浓稠
、
口色红燥

、

苔黄
、

脉数
。

2) 热伤胃腑主证
:

高热
、
口臭

、

齿娘发红肿胀
,

食

欲减退
、

口色红
、

苔黄燥
、

脉洪数
。

3) 热结肠道主证
:
高热

、

肚腹胀大
、

起卧不安
、

尿

液短赤黄
、

粪便秘结
、

食欲废绝
、

舌苔黄燥
、

脉象沉

实
,

心音强
。

4) 湿热困脾主证
:
身热持续不退

,

四肢无力
,

精

神沉郁
、

泻泄
、

尿赤黄
、
口色红黄

、

脉象濡数
。

3
、

营分证主证
:
据症势

、

病位不同分热耘营阴和

热人心包两种证型
:
但在诊治过程中

,

只见热耘营

收稿日期
: 2以玲一5一 19

阴型
,

其主证为
:
高热

、

狂燥不安
、

贪饮
、

皮肤出现斑

疹
,

甚者精神极度沉郁
、

脉象细数
。

4
、

血分证主证
:

根据病势和临床症状分
,

血热妄

行
,

气血两蟠
,

两种症型
。

1) 血热妄行主证
:
高热

、

狂躁不安
、

横冲直撞
、

妞

血
、

便血
、

皮肤斑疹
、

舌质红降
、

脉数
。

2 )气血两播主证
:
全身灼热

、

食饮
、

狂躁不安
、

皮

肤发斑
、

舌红苔黄
、

脉象洪数
。

(二 )辩证施治

1
、

卫分证
:

辛凉解表
,

用银翘散加减
,

临症加减
:

如见气粗而喘加知母
、

黄琴
、

咽喉肿甚者加马勃
、

玄

参
、

板兰根
。

2
、

气分证之热塑于肺
:
清宣肺热

,

用麻杏石甘汤

加减
。

临症加减
,

热甚者加银花
、

连翘
、

气急喘甚加草

劳子
、

批把叶
、

苔黄加知母
、

黄等
。

3
、

气分证之热伤 胃病
:

清热生津
。

用 白虎汤加

减
。

临症加减
,

热甚者加黄琴
、

黄连
,

大便秘结加大黄

芒硝
、

热盛加银花
、

连翘
。

4
、

气分证之热结肠道 :
荡涤实热

,

用大承气汤加

减
,

临症加减
,

结病严重加麻仁 ;病后期津液不足加

生地
、

麦冬
、

玄参
,

气胀加木香
、

香阴
、

木通
。

5
、

营分证之热耗营阴
:
清营凉血

,

用清营汤加

减
。

临床加减
、

热初人营分
,

气分热盛加石膏
、

知母
,

热甚动风加勾藤
、

地龙
。

6
、

血分证之血热妄行
:
凉血散痕

、

清心安神
,

用

犀牛地黄汤加减
。

7
、

血分证之气血两烙
:
清气凉血

,

用清瘟败毒饮

加减
。

(三 )疗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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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

“

卫 气营血
”

辫证在猪病诊治 上的应和及其规律探讨

1
、

痊愈
:

诸症消失
,

恢复正常生理状况
。

2
、

较好
:

在一定时期内
,

主证消失
,

其他症状有

所改善
。

3
、

无效
:

诸症均未消失
,

甚至恶化
。

二
、

治疗结果
(一 )疗效统计

疗效统计表
:

辨辨证分型型 治治 药药 治疗效果果 有有 备备

疗疗疗疗 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剂 效效 注注数数数数 量量 痊愈愈 较好好 无效效 率率率

例例例例例数数 %%% 例数数 %%% 例数数 %%%%%%%

卫卫分证证 1222 222 888 6 7 %%% 333 2 5%%% 111 8%%% 9 2%%%%%

气气气 热雍于肺肺 444 222 333 7 5%%%%%%% 111 2 5 %%% 7 5%%% 有有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效效证证证 热伤胃腑腑 777 2一 333 555 7%%%7 111 10争666 111 1 3%%% 8 7 %%%
.

率率

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热热热结肠道道 888 2一 333 444 5 0%%% 333 3 7
.

5%%% 111 1 0 5%%% 8 7
.

5%%% 针针

.......................................................................

对对
湿湿湿热困脾脾 111 2一 333 111 1 0 0%%%%%%%%%%% 1 0 0%%% 治治

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疗
营营营 热耗营阴阴 222 4444444 111 5 0 %%% 111 5 0%%% 5 0 %%% 病病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例例
证证证 热人心包包 0000000000000000000 而而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血血血 血热妄行行 111 44444444444 111 O%%% O%%%%%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证证证 气血两潘潘 111 44444444444 111 0%%% O%%%%%

《二 )典型病案

1
、

畜主
:

刘忠久
,

米易县攀莲镇 1大6队
,

饲养猪

一头
,

体重 2 5 k g
。

主诉
: 2 0 01 年 5月 28 日发现该猪不吃

,

发烧
,

喜

卧
。

临床检查
:

皮温不 均
,

耳温较高
,

鼻气不通
,

微

喘
,

喜饮
,

舌尖边红
,

精神沉郁
,

T :
39 .9 ℃

,

p :

81 次 /

分
,

R :
27 次 /分

。

诊断为卫分证
。

治则
:
辛凉解表

。

处方
:

银花 3 09
,

连翘 3 09
,

荆芥 4 0 9
,

桔梗 2鲍
,

牵

牛 3 09
,

芦根 3 0 9
,

竹 叶 4 0 9
,

生地 3 0 9
,

麦 冬 2 0 9
,

甘草

10 9
,

煎水三次灌服
。

6月2 日复访痊愈
。

2
、

畜主
: 米易县柳贤乡贺云

,

饲养猪一头
,

体重

30 k g
。

主诉
: 2 002 年 4月 8日发现喘气

,

吃不饱
,

发烧
。

临床检查
:

精神沉郁
、

皮温高
,

眼粘膜充血
,

喘

气
, 、

口色红
,

齿酿发红肿胀
,

食欲减退
,

T :

40
.

5℃
,

p :

94 次 / 分
,

R
:
32 次 /分

,

诊断为气分证的热伤胃腑
。

治则
:
清热生津

。

处方
: 石膏 3 0 9

,

知母 3 09
,

银花 2 0 9
,

连翘 2 09
,

柴

胡3 0 9
,

黄等 30 9
,

黄相 2 09
,

生地 2 59
,

甘草 10 9
,

煎水三

次灌服
。

4月 13 日复访痊愈
。

3
、

畜主
: 李付华

,

米易县攀莲镇 3队
,

饲养猪一

头
,

体重 5 0 k g
。

主诉
: 2 0 02 年9月 1 1 日

,

该猪发烧
,

粪便呈算盘子

状
,

食少
。

临床检查
:
身热灼感

,

可糊视膜潮红
,

肚腹胀满
,

起卧不安
,

粪便秘结
,

贪饮
,

舌苔黄燥
,

T :
41

.

2℃
,

p :

91 次 /分
,

R :
34 次 /分

,

诊断为气分证则热结肠道
。

治则
:
荡涤实热

。

处方
:

大黄 3 0 9
,

芒硝 2 5 9
,

厚朴 4 0 9
,

积壳 3 0 9
,

银

花 3 0 9
,

连翘3 0 9
,

麦冬 40 9
,

竹叶 4 0 9
,

甘草 10 9
,

煎水三

次灌服
。

9月 16日复访痊愈
。

三
、

讨论及体会
1

、 “

卫气营血
”

辩证是温热病的重要辩证方法
,

既是温热病四类证候的概括
,

又可代表温热病发展

过程中
,

病情轻重及各阶段病理变化及传变规律
,

以

便为治疗提供依据
。

通过对三十六例猪温热病的治

疗
,

根据所收集的临床资料表明
: 温热病是由于外感

热邪所致的发热为主证
,

具有热象偏重
,

易化燥伤阴

等特点的一类急性热性病
,

在炎热季节发病率较高
,

有其特殊的传变规律即病初一般多病位较浅
,

而后

病邪传人里
,

或病随之而愈
,

或是正虚邪盛使病情加

重
,

以至死亡
。

2
、

从搜集临床资料可 以看 出
,

温热病常见症状

有体温偏高
、

喜饮
,

精神沉郁
,

食欲减退
,

粪尿异常
,

舌红
,

苔黄
,

脉数等特点
。

根据
“

卫气营血
”

分型标准

进行辩证施治
,

凡是发热
、

体温略偏高
,

微畏风寒
,

喜

饮
,

苔洁白者
,

属于卫分证
,

治则辛凉解表 ; 凡是高

热
、

贪饮
,

苔黄脉数者属气分证
,

治则清热解毒 ; 发

热
,

躁动不安
,

神昏舌红降为营分证
,

治则为清营凉

血 ;斑疹出血
,

舌红降者为血分证
,

治则为清气凉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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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从疗效统计表可以看出
,

温热病初期的卫分

证
,

中期气分证的热伤胃腑
,

热结肠道等证型 比较

多见
,

温病初期 由于病 在肌 表
,

病情较轻
,

治疗得

当
,

预后良好
,

一般投药二至三剂即愈
。

当病邪由表

人里进人气分时
,

及时治疗也可痊愈
。

当温热邪气

内陷
,

损伤营阴时
,

治疗较难
,

预后可疑
,

特别是传

变到血分证
,

多数以死亡告终
。

临床治疗过程中
,

对

十二例邪在卫分的病猪投服加味银翘散二剂
,

均收

到 了较好的疗效 ;对气分证二十例
,

其中热塞于肺

者四例投服加味麻杏石甘汤二剂
,

热伤胃腑七例
,

投

服加味白虎汤三剂
,

热结肠道者八例投服加味大承

气汤二至三剂
,

都收到了较好的疗效
。

治疗营血分证

四例
,

除一例有效外
,

其余均死亡
。

结果表明
:

温病
“

卫气营血
”

辩证理论在猪病诊治上具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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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其它早熟大麦品种 ; 雅碧江流域田少
,

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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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不便
,

仍 以饲料大麦川农 90 一 18 为主
,

适当搭配其

它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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