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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北京医学文库”的一部中医学专著。
它之所以被选入“文库”，是因为北
京地区中医脾胃学说研究成绩卓著，在全国居于先进行列。
全书共五部分，即：中医脾
胃学说的文献研究、中医脾胃学说的现代研究、脾胃疾病临床证治研究、中医脾胃学说
在临床各科的应用研究，以及附篇――北京名老中医关于脾胃学说的理论与实践。
这部
中医学专著的突出特点是：从古到今，从理论到实践，从脾胃系统到临床各科，较系统
全面地展示了脾胃学说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当代的实践、研究水平，既继承发展了以李
东垣《脾胃论》为代表的先贤的脾胃理论，又为今后脾胃学说研究工作向更高深阶段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资料，起到了承前启后、总结提高的作用。
本书以北京地区
的研究成果为主，同时也注重反映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使本书达到了一流水平。

本书适用于主治医师以上的医务人员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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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调理脾胃结合培补肝肾对放疗 化疗肿
瘤患者机体内环境的作用
六 “脾旺不受邪”在肿瘤防治中的意义
第六章 中医脾胃学说在皮科临床的应用研究
一 皮肤病中脾胃证型及辨证要点
二 应用脾胃学说治疗皮肤病的研究
第七章 中医脾胃学说在眼科临床的应用研究
一 脾胃学说与眼科疾病的关系
二 眼病中脾胃证型及辨证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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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许公岩――治疗咳痰喘以调理脾胃为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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