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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独树一帜，是对人类健康和世界文明的伟
大贡献。
作为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显示出巨大优势，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着重大影
响。
在数千年的实践中，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中医药典籍浩如烟海，其中的单方、验方达30余万首，有记载的就有6万余首，被国际上称为“人种药
理学的原始资料”。
这些文献资源，蕴藏着世界上独有的巨大的人类生命科学信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的价值。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医临床各科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目前收治的病种数已达9000余
种，全面覆盖了医学的各个科系领域，尤其是在疑难疾病、慢性顽固疾病、老年疾病、身心疾病、心
血管疾病、肝炎、肿瘤、不明原因性疾病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疗效。
“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
”（唐？
谭峭《化书》）疗效是中医学生命的灵魂，而作为成功经验积淀和升华的验方似具有枢纽功能的“寻
木”或“寸机”，对疗效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古今大量验方的传播和体现验方精髓的中成药的广泛
应用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财富进行认真、系统的挖掘、整理、提高、出新，以使它们在疾病的防治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为此，在中医界众多专家的热烈响应下，在众多读者的呼声下，在中国科协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大力
支持下，《中医百病百家验方系列》得以出版。
　　本系列组织了国内有经验的专家，以常见多发病为主线，即每一种常见病一本书，以方为本，精
选每种病的历代有实效、有出处的验方大约100余首供基层医务工作者、中医院校学生和大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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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总论”、“各论”两部分，“总论”主要介绍哮喘病的历史源流、诱发因素、证候表现、病
因病机、治则治法以及现代医学对哮喘病的认识等，并对古代医家张仲景、朱丹溪及现代医家邵长荣
、周仲瑛、董建华、吴银根等治疗哮喘的经验和方药进行了整理；“各论”则根据哮喘的病理演变特
点，分为治疗哮喘实证类方、治疗哮喘虚实夹杂证类方和治疗哮喘虚证类方三部分分别介绍各家的临
证验方，其中治疗哮喘实证方又分为治风邪袭肺证类方、治外感风寒证类方、治表寒里热证类方、治
肝气（火）犯肺证类方、治痰饮伏肺证类方、治痰热郁肺证类方及治痰瘀互结证类方；治疗虚证类方
又分为治肺虚证类方、治脾虚证类方、治肾虚证类方、治肺肾两虚证类方及治肺脾两虚证类方。
“各论”每首方分方源，组成，功效、验案、按语5个部分介绍，使读者对该方的历史源流和临床实
际中的运用均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各家验案部分，往往体现了医家们对该方的独到认识和治疗哮喘
的独特思路，可对临床辨证论治提供借鉴和启发。
按丛书统一体例，为方便现代读者，书中每首方的剂量均按原始出处比例换算成克数。
    本书的编写目的主要是为了活跃临床思路，借鉴名家诊治哮喘病的经验，提高临床疗效，但切忌生
搬硬套，尤其是中医药爱好者，应当在专业中医师的指导下根据实际病情处方用药，方可取得满意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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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 哮喘概说　　一、中医对哮喘的认识　　（一）历史源流　　在中医文献中，哮喘可归属于
中医“喘鸣”、“上气”、“哮吼”、“呷嗽”等范畴。
中医书籍中有关哮喘病的论述始见于《黄帝内经》。
《素问·逆调论》说：“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
”《素问·玉机真脏论》有“秋脉⋯⋯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喘。
”《素问·痹论》说“肺痹者，烦满喘而呕。
”再如《素问·阴阳别论》：“起则熏肺，使人喘鸣。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治》：“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诸病源候论》称哮喘为“上气鸣息”、“呷嗽”。
金元以前，哮证与喘证统属于喘促一门，没有分门别类。
宋代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首次提到哮喘之名，但无详细论述，直至元代，朱丹溪才开始明确将
哮喘作为独立病名。
“哮”与“喘”证分开论述源自明代《医学正传》：“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
夫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息者谓之喘。
”后世医家鉴于哮必兼喘，故统称为哮喘。
尽管哮喘在中医学中有很多不同的病名，归纳起来无非有两类，一是以主症命名，如“呷嗽”、“喘
鸣”、“哮喘”等；二是以病机命名，如“上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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