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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在捡拾经验阅历之时，是否会忽略了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健康，所以，享受人生的同时，更需
要细心呵护身体。
与健康同行，是每个人生命旅途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最有效的治疗，健康+医疗的急救法    小病不防，大病必至。
提高健康水平，不是以治病为主，而是以防病为主。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介绍常见病的家庭疗法，详细讲解常见病的防治，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对一些
常见病进行有效的防治。
最便捷的查阅，做家人的保健师    及时捕捉疾病信号，轻松掌握护理常识，您也能成为自家的保健师
。
书中为您提供了一整套应对常见急病的方法，条目清晰，资料详实，详略得当，通俗易懂，帮您及家
人远离疾病困扰。
最省钱的治疗，家庭必备小药箱    本书收集了临床常用的新老中、西药物，并列举了这些家庭必备药
物的功效和使用方法，专业的阐释可以使您充分了解药物的药性和主治功效，帮助您更加直观地理解
、掌握必要的医疗知识，使吃药、就医不再为难。
    家庭日常保健的实用方法，化验单上的重要信息如何捕捉，常用药物的使用应避免哪些误区，饮食
结构的搭配方案，绿色家居的环保要求。
一看就懂，一用就灵，一生受益。
呵护，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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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拥有了健康，便拥有了一切。
当今医学技术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医疗知识的普及却是非常缓慢。
为此，我们特编写了这本《新编家庭医生大全》，内容丰富。
囊括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病的观察、诊疗的内容。
在患者居家遇到较小的病症时。
可以做自我分析判断。
本书临床性强，深入浅出，相信对每个家庭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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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银柱，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生于1959年，1996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金匮要略硕士毕业，1999年广州中医药大学伤寒论博士毕业，
现就职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院中医基础系，从事内经教学、科研工作。
长期研究养生学，对饮食养生、中药保健有独到的见解。
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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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读懂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
五官科疾病信号
耳鸣
耳道流脓
听力下降
黑眼圈
眼睑跳
容易流泪
眼睑水肿
眼睛干涩
视物阴影
视力骤降
鼻腔分泌物异常
流鼻血
口唇干裂
牙龈出血
口腔溃疡
舌部异常
口臭
呼吸系统疾病信号
咳嗽
打鼾
痰的异常
反复感冒
咽喉不适
消化系统疾病信号
食欲异常
呕吐
腹泻
腹胀
便秘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信号
尿频尿急
尿色异常
精液异常
阳痿
妇科疾病信号
乳房胀痛
乳房异常
月经异常
非经期阴道出血
疼痛信号
头痛
面部疼痛
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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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
腰痛
腹痛
腿痛
关节痛
体表疾病信号
面色异常
指甲发出的疾病信号
皮肤疾病信号
排汗异常
体温异常
身体中毒信号
食物中毒
气体中毒
药物中毒
维生素、矿物质缺乏信号
维生素A缺乏
维生素B2缺乏
维生素C缺乏
维生素D缺乏
维生素E缺乏
钙缺乏
铁缺乏
锌缺乏
第二章　教你读懂体检报告单
定期做体检
健康检查查什么
何时做体检
哪些人群最需要体检
哪八项体检最值得考虑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
读懂自己的体检报告
测定总胆固醇
血压、呼吸与脉搏的正常指标
测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测定甘油三酯
肝功能异常判断
心电图异常判断
第三章　常见病的家庭防治与护理
常见传染病的防治与护理
急性甲型肝炎有何症状
如何预防急性甲型肝炎
急性甲型肝炎患者应注意什么
急性甲型肝炎如何食疗
急性乙型肝炎有何症状
急性乙型肝炎通过什么传染
急性乙型肝炎如何食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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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怎么发生的
如何预防疟疾
疟疾如何食疗
结核病是怎么发生的
结核病有何症状
结核病患者应注意什么
常见五官科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哪些情况属于屈光异常
屈光异常如何食疗
视疲劳有何症状
如何指压缓解视疲劳
视疲劳如何食疗
视疲劳时应注意什么
怎么预防视疲劳
沙眼有何症状
沙眼如何治疗
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是怎么形成的
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有何症状
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如何治疗
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应注意什么
睑腺炎是怎么形成的
睑腺炎有何症状
睑腺炎如何治疗
白内障是怎么形成的
白内障有何症状
白内障如何食疗
白内障应注意什么
急性青光眼是怎么形成的
急性青光眼有何症状
过敏性鼻炎是怎么形成的
过敏性鼻炎有何症状
过敏性鼻炎如何食疗
急性鼻炎有何症状
急性鼻炎如何食疗
急性中耳炎是怎么形成的
急性中耳炎应注意什么
牙龈炎是怎么形成的
牙龈炎有何症状
牙龈炎如何治疗
牙周炎是怎么形成的
牙周炎如何治疗
咽炎是怎么形成的
咽炎有何症状
咽炎如何治疗
咽炎应注意什么
急性扁桃体炎有何症状
急性扁桃体炎如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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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皮肤科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痱是怎么形成的
痱如何治疗
疣是怎么形成的
疖是怎么形成的
鸡眼是怎么形成的
鸡眼如何治疗
鸡眼应注意什么
冻疮是怎么形成的
冻疮如何治疗
黄褐斑是怎么形成的
黄褐斑如何治疗
白癜风是怎么形成的
白癜风应慎用、禁用哪些药物
白癜风应注意什么
常见骨科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肌肉拉伤是怎么形成的
肌肉拉伤如何治疗
肌肉拉伤应注意什么
扭伤是怎么形成的
扭伤如何治疗
脱位是怎么形成的
脱位如何治疗
骨折是怎么形成的
骨折有何症状
骨折如何治疗
骨折日常禁忌
骨质疏松症是怎么形成的
骨质疏松症如何食疗
骨质疏松症应注意什么
颈椎病是怎么形成的
颈椎病有何症状
颈椎病如何保健
肩周炎是怎么形成的
肩周炎有何症状
肩周炎如何保健
腰肌劳损是怎么形成的
腰肌劳损如何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怎么形成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有何症状
类风湿关节炎是怎么形成的
类风湿关节炎有何症状
类风湿关节炎如何食疗
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感冒是怎么形成的
感冒有什么症状
感冒时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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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预防感冒
慢性支气管炎是怎么形成的
慢性支气管炎如何食疗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应注意什么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急性胃炎有何症状
急性胃炎如何护理
急性胃炎应注意什么
消化不良是怎么形成的
消化不良有何症状
消化不良如何食疗
便秘是怎么形成的
便秘有何症状
便秘如何食疗
腹泻是怎么形成的
腹泻有何症状
腹泻如何食疗
腹泻应注意什么
常见神经、精神科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失眠是怎么形成的
失眠有何症状
失眠如何食疗
头晕是怎么形成的
头晕如何食疗
抑郁症有何症状
抑郁症如何治疗
偏头痛是怎么形成的
偏头痛有何症状
偏头痛如何食疗
偏头痛应注意什么
神经衰弱是怎么形成的
神经衰弱有何症状
神经衰弱如何食疗
神经衰弱应注意什么
坐骨神经痛是怎么形成的
坐骨神经痛有何症状
坐骨神经痛如何食疗
神经官能症是怎么形成的
神经官能症如何食疗
老年痴呆症是怎么形成的
老年痴呆症有何症状
老年痴呆症如何食疗
哪些食物能预防老年痴呆症
常见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心绞痛是怎么形成的
心绞痛有何症状
心绞痛如何食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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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有何症状
心肌梗死应注意什么
高血压有何症状
高血压如何食疗
高血压应注意什么
低血压是怎么形成的
低血压如何食疗
高脂血症是怎么形成的
高脂血症有何症状
高脂血症应注意什么
高脂血症如何食疗
脑出血是怎么形成的
脑出血有何症状
脑出血发作时如何治疗
如何预防脑出血
脑血栓是怎么形成的
脑血栓有何症状
脑血栓如何食疗
脑震荡是怎么形成的
脑震荡有何症状
脑震荡有何常见治疗方案
脑震荡应注意什么
常见血液循环系统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缺铁性贫血是怎么形成的
缺铁性贫血有何症状
缺铁性贫血如何食疗
动脉硬化是怎么形成的
动脉硬化有何症状
动脉硬化如何食疗
静脉曲张是怎么形成的
静脉曲张有何症状
静脉曲张如何食疗
静脉曲张应注意什么
常见内分泌系统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
糖尿病有何症状
糖尿病如何食疗
糖尿病应注意什么
肥胖症是怎么形成的
肥胖症如何食疗
肥胖症应注意什么
痛风是怎么形成的
痛风有何症状
痛风如何食疗
痛风应注意什么
如何预防痛风
常见泌尿系统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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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是怎么形成的
肾结石有何症状
肾结石如何食疗
慢性肾衰竭是怎么形成的
慢性肾衰竭如何食疗
尿道炎是怎么形成的
尿道炎如何食疗
膀胱炎是怎么形成的
膀胱炎有何症状
膀胱炎如何食疗
膀胱炎应注意什么
如何预防膀胱炎
常见妇科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乳房肿块是怎么形成的
乳房肿块如何用药
乳房肿块如何食疗
乳房肿块应注意什么
月经过多是怎么形成的
月经过多如何食疗
月经过少是怎么形成的
月经过少如何食疗
痛经是怎么形成的
痛经有何症状
痛经应注意什么
带下病有何症状
带下病如何食疗
带下病应注意什么
子宫颈炎是怎么形成的
子宫颈炎应注意什么
子宫内膜炎是怎么形成的
子宫内膜炎如何食疗
子宫附件炎是怎么形成的
子宫附件炎有何症状
盆腔炎是怎么形成的
盆腔炎有何症状
盆腔炎如何食疗
慢性尿道炎是怎么形成的
慢性尿道炎如何食疗
慢性尿道炎应注意什么
滴虫性阴道炎是怎么形成的
滴虫性阴道炎有何症状
滴虫性阴道炎如何治疗
真菌性阴道炎是怎么形成的
真菌性阴道炎有何症状
真菌性阴道炎如何治疗
外阴瘙痒症是怎么形成的
外阴瘙痒症有何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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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阴瘙痒症如何治疗
外阴瘙痒症应注意什么
女性膀胱炎是怎么形成的
女性膀胱炎如何食疗
不孕症是怎么形成的
不孕症如何食疗
更年期综合征是怎么形成的
更年期综合征有何症状
更年期综合征如何食疗
更年期综合征应注意什么
常见男科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前列腺炎是怎么形成的
前列腺炎有何症状
前列腺炎如何食疗
前列腺肥大是怎么形成的
前列腺肥大有何症状
前列腺肥大如何食疗
睾丸炎有何症状
睾丸炎如何食疗
睾丸附睾炎是怎么形成的
男性膀胱炎是怎么形成的
男性膀胱炎如何食疗
男性膀胱炎应注意什么
生殖器疱疹是怎么形成的
生殖器疱疹有何症状
生殖器疱疹如何治疗
性功能障碍与性病的防治与护理
阳痿是怎么形成的
阳痿如何食疗
早泄是怎么形成的
早泄如何食疗
早泄应注意什么
遗精是怎么形成的
遗精如何食疗
遗精应注意什么
逆行射精是怎么形成的
逆行射精如何食疗
射精疼痛是怎么引起的
阴茎异常勃起是怎么形成的
阴茎异常勃起如何治疗
性冷淡是怎么形成的
性冷淡如何治疗
性冷淡应注意什么
淋病有何症状
淋病如何治疗
梅毒是怎么形成的
梅毒有何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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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如何治疗
儿科常见疾病的防治与护理
小儿厌食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厌食有何症状
小儿厌食如何治疗
小儿肥胖症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肥胖症如何食疗
怎么预防小儿肥胖症
哪些疾病会引起小儿呕吐
如何根据体征判断呕吐
小儿多动症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多动症有何症状
小儿多动症如何食疗
怎么预防小儿多动症
小儿缺铁性贫血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缺铁性贫血有何症状
小儿缺铁性贫血如何食疗
小儿缺铁性贫血应注意什么
小儿佝偻病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佝偻病有何症状
小儿佝偻病如何食疗
怎么预防小儿佝偻病
小儿佝偻病应注意什么
如何确认小儿发热
如何根据症状判断小儿发热病因
小儿发热如何根据体征处理
小儿发热如何降温
小儿哮喘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哮喘有何症状
小儿哮喘如何食疗
小儿哮喘时应注意什么
小儿支气管炎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支气管炎有何症状
小儿支气管炎如何治疗
小儿支气管炎应注意什么
小儿急性扁桃体炎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急性扁桃体炎有何症状
小儿急性扁桃体炎应注意什么
小儿急性扁桃体炎如何食疗
小儿肺炎有何症状
小儿肺炎如何食疗
小儿肺炎应注意什么
小儿遗尿症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遗尿症如何食疗
小儿腹泻有何症状
小儿腹泻如何食疗
怎么预防小儿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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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痛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腹痛有何症状
小儿腹痛如何食疗
小儿细菌性痢疾是怎么形成的
小儿细菌性痢疾有何症状
小儿细菌性痢疾如何食疗
如何预防小儿细菌性痢疾
从婴幼儿大便颜色看健康
第四章　一定要学会的家庭实用急救法
不可不知的急救原则
急救人员首先要做什么
哪些日常用品可以用来急救
家里应常备哪些急救物品
家庭急救的九大禁忌是什么
常用急救技术与技巧
怎样做人工呼吸
怎样进行心脏按压
怎样做心肺复苏
儿童心肺复苏应注意什么
如何止血
骨折如何处理
如何搬运伤员
常见的四种创伤怎样处理
突发急症的救护措施
腹泻如何急救
心绞痛和心肌梗死如何急救
突发心脏病如何急救
脑卒中（中风）如何急救
休克如何急救
猝死如何急救
流产如何急救
小儿抽风如何急救
小儿高热如何急救
意外事故急救方案
烫伤如何急救
烧伤如何急救
溺水如何急救
触电如何急救
煤气中毒如何急救
酒精中毒如何急救
被狗咬伤如何急救
蜜蜂蜇伤如何急救
眼、耳、鼻进入异物如何急救
骨刺卡喉如何急救
哽塞如何急救
切伤、抓伤、擦伤如何急救
第五章　家庭安全用药与有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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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药箱有讲究
家庭常备药品选哪些
家庭常备药物储存应注意什么
什么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怎样看药品说明书
健康必知的用药原则
怎样识别变质药品
什么叫药物的过敏反应
如何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
哪些药忌用热水送服
可致猝死的药物有哪些
如何分辨真、假、劣药
哪些药物影响胎儿发育
婴幼儿禁用的药物有哪些
老年人慎用的药物有哪些
第六章　食物是最好的医药
食物的性味养生经
食物的“五味”
酸味食物的养生功效
苦味食物的养生功效
甜味食物的养生功效
咸味食物的养生功效
辣味食物的养生功效
食物的属性
温热食物的养生功效
平性食物的养生功效
寒凉食物的养生功效
食物的补益法则
“药补不如食补”
养生必补髓
补髓增强抵抗力
补虚食谱
补气食谱
滋阴补益食谱
吃什么最补血
调养脾胃的食疗方法
家常食物的药用功效
黄瓜的药用功效
木耳的药用功效
西瓜的药用功效
鲤鱼的药用功效
红薯的药用功效
芝麻的药用功效
白萝卜的药用价值
山药的药用价值
猪血的药用价值
海带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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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的药用价值
膳食均衡最养生
食物搭配的养生原则
酸碱平衡的重要性
主食宜多样化
荤素搭配的好处
服药期间合理饮食搭配
多吃杂粮好处多
酒后不宜马上饮茶
猪肉的搭配禁忌
豆腐与葱不相宜
百合鸡蛋安心神
羊肉的营养搭配
养生必知的饮食习惯
保证新鲜才健康
良好情绪有助消化
饭前散步更健康
不吃早餐坏处多
晚饭不宜吃太饱
饭前喝汤益吸收
细嚼慢咽可延年
适当节食是合理的养生之道
冷食冷饮应适度
第七章　常用中草药的辨识与应用173
人参
西洋参
胖大海
玉米须
决明子
荷叶
枸杞子
酸枣仁
薄荷
阿胶
冬虫夏草
红花
白芍
地黄
熟地黄
当归
鸡内金
白术
天冬
甘草
天麻
黄芪
杜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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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精
蜂胶
金樱子
蛤蚧
茯苓
何首乌
三七
金钱草
川芎
沙参
五加皮
肉苁蓉
石斛
白茅根
麦冬
玉竹
大黄
山茱萸
桑叶
竹叶
大青叶
板蓝根
佛手
丝瓜络
麦芽
谷芽
紫花地丁
苦地丁
款冬花
艾叶
枇杷叶
韭菜子
红景天
石榴皮
五味子
全蝎
鹿茸
鸡冠花
鳖甲
附录一：疾病信号自查表
附录二：常见疾病食养速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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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病因查找 ①上呼吸道任何部位的狭窄或者堵塞，都可导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②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呼吸系统疾病。
③心血管系统疾病。
④内分泌紊乱，如肢端肥大症引起舌体增大、甲状腺功能减退、肾上腺皮质增生等。
⑤幼儿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和长期鼻窦炎等都可引起打鼾。
 家庭治疗与护理 打鼾可以采取非手术治疗或手术治疗来消除。
非手术治疗要积极减肥，调整睡眠姿势，尽量采用侧卧，辅助以药物治疗。
如效果不理想可用手术治疗，如鼻息肉摘除、扁桃体切除等。
 痰的异常 当气管和支气管受到刺激或出现炎症时，分泌液会大量增加，形成痰液，通过咳嗽排出来
。
因此，痰的生成即代表疾病已侵入人体。
 症状表现 当呼吸道发生病变时，或病变的不同时期，痰液的量、色泽、稠度、气味等就会发生变化
。
 病因查找 ①痰的颜色异常。
白色痰可见于支气管炎或肺炎；绿色痰常见于黄疸、干酪性肺炎；粉红色痰多见于急性肺水肿，多为
泡沫状；铁锈色痰常见于大叶性肺炎。
②痰的性状异常。
黏液性痰，多见于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肺炎早期及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黏液脓性痰多见
于感冒、支气管炎及肺炎恢复期；脓性痰见于肺脓肿、支气管扩张或肺结核空洞。
 家庭治疗与护理 在造成痰异常的疾病中，肺炎是最常见的一种多发的感染性疾病，可危及生命。
确诊肺炎要经过医生诊断，治疗原则主要是抗病原菌治疗，关键是要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
治疗肺炎的同时，还要注意治疗原有疾病并提高免疫力。
如糖尿病、肿瘤患者合并肺炎，应积极控制原有疾病。
此外，摄入充足的热量、营养、蛋白质等对维持体内水、电解质的平衡很有必要，同时进行祛痰、解
热镇痛等治疗也很重要。
  反复感冒 反复感冒是机体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幼儿反复感冒也可能是缺乏维生素、锌、钙等营养素
的表现。
 症状表现 感冒反复发作，咽部有干痒或灼热感，打喷嚏，鼻塞，流鼻涕，可伴有咽痛，一般无发热
及全身症状，或仅有低热、头痛。
 病因查找 ①反复感冒，首先可能是缺乏维生素造成的。
维生素C和维生素E不足，易引起感冒。
②可能是缺锌造成的。
缺锌常引起厌食症，长期厌食又会造成营养摄入不足，导致营养不良，出现贫血及免疫功能下降，故
容易感冒。
③可能与缺钙有关。
缺钙易造成免疫力下降，故容易感冒。
 家庭治疗与护理 中医在治疗感冒时，除了解除感冒症状外，还注意提高机体免疫力来加速身体恢复
并增强体质，因此，对于反复感冒的人，应选用纯中药制剂。
 容易反复感冒的人应该坚持体育锻炼，如散步、跑步、爬山、打球等，以提高机体的御寒能力；保证
充足的睡眠。
室内的温度应保持在18～20℃。
另外，可以利用加湿器或湿毛巾来增加室内的湿度，以免空气过于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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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家庭医生大全集(专家指导版)》所选的治疗方案既有中药，又有西药。
中医方剂主要来自中医典籍，安全可靠；西医处方见效快，治疗急性病效果显著。
中西医结合，治标又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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