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内科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医内科学>>

13位ISBN编号：9787117134392

10位ISBN编号：7117134399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人民卫生

作者：王永炎//鲁兆麟

页数：8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内科学>>

内容概要

王永炎、鲁兆麟主编的《中医内科学》（第2版）在保持上一版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对总论部分进行
了梳理完善。
特别是对中医内科治疗原则与中医内科常用治法予以补充，内容更加全面。
各论部分结合现在临床实际，删掉了上一版中5个病证（失音、湿阻、胆瘅、外感发热和疟疾），新
补充3个病证（风温肺热病，瘿病和艾滋病）。
共收55个中医病证，按肺病证，心脑病证、脾胃病证，肝胆病证，肾膀胱病证和气血津液病证依次分
述。
每种具体病证分别从定义、范围，病因病机、诊断与鉴别诊断、辨证治疗、转归与预后，护理与调摄
、预防与康复、医论提要、医案选粹、现代研究等方面阐述。
本书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体现了高级，权威、实用，创新的特点，充分反映了
当前我国中医内科理论与临床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进展及新成果，也反映了各位参编专家宝贵
的临床经验，是现今内容最全、体例最新、论理最深、文献最精、丰富且实用的中医内科参考书。
书末附有，万剂汇编和主要参考书目，万便读者查阅。

《中医内科学》（第2版）可作为中医内科临床、科研，教学人员的必备案头书，也是中医临床研究
生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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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中医内科学术发展史略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中医学术发展
　 第二节 两汉—唐宋时期的中医内科学术发展
　 一、辨证论治原则的确定
　 二、内科时疫热病方面的进展
　 三、脉象学的发展
　 四、脏腑分证的提出
　 五、病因、证候学的研究
　 六、运气学说的被重视
　 七、药物学成就提高了内科疾病疗效
　 第三节 金元时期的中医内科学术发展
　 一、脏腑辨证说的形成
　 二、病机学的发展
　 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中医内科学术发展
　 一、温病学说的形成
　 二、肾命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三、内科杂病理论和临证的发展
　 四、丰富多彩的医案促进了内科学术发展
　 第五节 近代中医内科学术的发展
　 一、中西汇通思想对中医内科发展的影响
　 二、中医内科的发展
　 第六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内科学的发展
　 一、临床进展
　 二、科学研究
　 三、中西医结合概况
　 四、加强中医学派研究
　 五、中医药学的国际发展趋势
　第二章 中医内科疾病病因病机学
　 第一节 病因学
　 一、病因学概念
　 二、外感性致病因素
　 三、内伤性致病因素
　 四、继发病因
　 第二节 发病学
　 一、发病学基本概念
　 二、发病条件
　 三、发病基本机理
　 第三节 病机学
　 一、病机学基本概念
　 二、内科病证基本病机
　 三、气血、津液、经络的主要病机
　 四、脏腑病机
　 五、疾病传变机理
　 六、疾病转归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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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中医内科疾病的证候与辨证
　 第一节 内科疾病证候学要点
　 第二节 中医内科常用辨证方法
　 一、八纲辨证
　 二、六经辨证
　 三、卫气营血辨证
　 四、三焦辨证
　 五、脏腑辨证
　 六、气血津液辨证
　 七、风火燥湿寒辨证
　第四章 中医内科治则、治法与护理
　 第一节 中医内科治疗原则
　 一、治病宜早
　 二、标本缓急
　 三、以平为期
　 四、分期论治
　 五、异法方宜
　 六、辨证施护
　 七、扶正祛邪
　 第二节 中医内科常用治法
　 一、解表法
　 二、清热法
　 三、攻下法
　 四、消导法
　 五、补益法
　 六、温里法
　 七、涌吐法
　 八、和解法
　 九、理气法
　 十、理血法
　 十一、祛湿法
　 十二、祛痰法
　 十三、镇痉法
　 十四、开窍法
　 十五、安神法
　 十六、固涩法
　 十七、表里双解法
　 十八、润燥法
　 十九、祛暑法
　 二十、治风法
　 二十一、驱虫法
　 第三节 中医内科护理
　 一、日常护理
　 二、心理护理
　 三、饮食护理
　 四、用药护理
　第五章 中医内科临证思路与病案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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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临证思路
　 一、临证思路的基本指导原则
　 二、I临证思路的步骤方法
　 第二节 病案书写
　 一、中医内科病案书写通则
　 二、中医内科病案书写规范
　第六章 中医内科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一节 病因和病机方面
　 第二节 诊断和辨证方面
　 第三节 临床研究方面
　 第四节 预防和治疗方面
　 第五节 今后研究的方向及展望
　第七章 中医内科学的学习要求与方法
　 一、严谨治学态度，加强医德修养
　 二、注重临床实践，掌握精湛医术
下篇 各论
　第一章 肺病证
　 第一节 感冒
　 第二节 咳嗽
　 第三节 哮病
　 第四节 喘病
　 第五节 肺胀
　 第六节 肺痈
　 第七节 肺痨
　 第八节 肺癌
　 第九节 风温肺热病
　第二章 心脑病证
　 第一节 心悸
　 第二节 胸痹心痛
　 第三节 眩晕
　 第四节 中风
　 第五节 不寐
　 第六节 痴呆
　 第七节 痫病
　 第八节 癫病
　 第九节 狂病
　 第十节 痿病
　第三章 脾胃病证
　 第一节 胃脘痛
　 第二节 胃痞
　 第三节 腹痛
　 第四节 痢疾
　 第五节 呕吐
　 第六节 呃逆
　 第七节 噎膈
　 第八节 泄泻
　 第九节 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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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肝胆病证
　 第一节 黄疸
　 第二节 胁痛
　 第三节 头痛
　 第四节 痉病
　 第五节 胆胀
　 第六节 臌胀
　 第七节 肝癌
　 第八节 颤病
　第五章 肾膀胱病证
　 第一节 水肿
　 第二节 淋病
　 第三节 癃闭
　 第四节 关格
　 第五节 遗精
　 第六节 阳痿
　 第七节 腰痛
　第六章 气血津液病证
　 第一节 郁病
　 第二节 血证
　 鼻衄
　 咯血
　 E主血
　 便血
　 尿血
　 紫斑
　 第三节 汗病
　 第四节 消渴
　 第五节 内伤发热
　 第六节 瘿病
　 第七节 虚劳
　 第八节 积聚
　 第九节 厥病
　 第十节 痹病
　 第十一节 肥胖病
　 第十二节 艾滋病
附录
　一、方剂汇编
　二、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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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四、脏腑分证的提出早在《中藏经》中就专门阐发了辨脏腑虚实寒热的病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论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等11篇。
例如辨肝脏的脉证，首先明确肝脏的生理属厥阴，主春气，与少阳胆互为表里，并以“嫩而软，虚而
宽”描写肝主柔和、疏泄的特征。
其次分析肝主弦软而有弦长、弦软、弦实、弦虚之不同，及其所主太过、不及的病变等。
自《中藏经》第一次以脉证为中心分述五脏六腑寒热虚实病证之后，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
、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咸宗之，而为脏腑辨证之所本。
孙思邈继《中藏经》、《脉经》之后，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将多种内伤杂病用10卷的篇幅分属五脏
六腑进行论治。
如记载云：“皆备述五脏六腑等血脉根源，循环流注，与九窍应会处所，并论五脏六腑等轻重大小长
短阔狭，受盛多少，仍列对治方法，丸散酒煎汤膏摩熨及灸针孔空，并穷于此矣。
”意即是说，对每个脏腑病证，从生理、病理、治法、方药等方面一一阐述，形成体系。
具体在诊断上，于五脏六腑各卷中列有脉论一节；在辨证上，各脏腑均有寒热虚实之分，并有五脏之
劳，筋、脉、肉、气、精、骨等六极，以及髓、脉、肉、皮、骨等五体虚实病证；在疾病归类上，各
病证分属各脏腑，每病证之后详列方治。
这种以五脏六腑为纲，寒热虚实为目，包括五劳六极、坚瘕积聚等，分成若干单元进行论述的疾病分
类法，颇为易学易用。
宋代钱乙虽然把五脏辨证的方法运用于儿科临床，但其诊断、辨证的思路，仍属于内科范畴。
他结合儿科特点，先列“五脏所主”，即五脏的主证，辨别其虚实，并以虚实寒热为论治的准则。
其中把“风、惊、困、喘、虚”归纳为肝、心、脾、肺、’肾五脏的主要证候特点，用虚实寒热来判
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用五行来阐述五脏之间以及五脏与气候时令之间的相互关系，立五脏补泻诸方作
为治疗的基本方剂。
钱氏不仅强调五脏证治，而且从整体观出发，认为五脏之间可以相兼为病，并应用五行生克乘侮理论
，来辨别五脏相兼病证的虚实，判断其预后，以及采取相应的治法。
钱氏的这些观点被后世用于内科，其创立的不少方剂亦为内科引申应用，促进了内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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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内科学(第2版)》：中医药学高级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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