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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方医学（第4卷）》讲解结胸、脏结、胸痹、心痛、疟病等总总疾病按中医经络学说治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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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江部洋一郎 （日本）和泉正一郎 译者：徐文波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方医学（第4卷）>>

书籍目录

结胸、脏结(1)结胸、脏结总论(4)脏结(4)1.脏结和结胸的不同(4)2.脏结的病理(6)3.脏结的治法(9)4.补充
说明(9)结胸(11)1.结胸的病理(11)2.结胸的症候(13)3.结胸的腹证(14)4.结胸程度的差异(15)5.结胸的治
疗(16)瓜蒌(18)关于水湿、痰湿、痰(18)6.结胸的脉象(19)大陷胸丸(20)大陷胸汤(21)关于似痰非痰(29)小
陷胸汤(31)三物白散(31)瓜蒂散(33)瓜蒂散总论(34)一物瓜蒂汤（瓜蒂汤)(37)胸痹、心痛(38)胸痹总
论(40)1.胸痹、心痛、短气的区别(40)2.胸痹的症候(41)3.胸痹的病理(42)4.胸痹的治法(43)5.胸痹中的寒
热问题(44)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45)薤(49)枳实薤白桂枝汤、人参汤(49)茯苓杏仁甘草汤
、橘枳姜汤(53)心痛(55)1.真心痛(55)乌头赤石脂丸(55)九痛丸(56)薏苡附子散(57)有关活血化瘀与通
络(58)薏苡附子败酱散(58)肠痈中邪与正气的关系(60)以通络为目的的丸散药物(60)赤丸(61)对丸散药的
再研究（类似针灸治疗)(62)2.心下痛(63)桂枝生姜枳实汤(63)栀子豉汤类方(65)栀子豉汤类方总论(67)
关于无形之热(69)栀子豉汤、栀子甘草豉汤、栀子生姜豉汤(71)栀子厚朴汤(80)栀子干姜汤方(81)枳实
栀子汤(82)栀子柏皮汤(84)栀子大黄汤(84)木防己汤、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87)酸枣仁、黄连阿
胶汤(91)不眠总论(91)1.卫气运行失调所致的不眠(92)倒时差(93)2.心神不宁所致不眠(93)心神不宁与其
他脏腑(93)虚证(93)心肾不交(94)实证(95)3.对不眠的中医辨证及治疗方剂(95)关于胆气不足(97)酸枣仁
汤(102)关于酸枣（仁)的药效(104)黄连阿胶汤(106)柴胡汤类方(111)小柴胡汤(111)关于膈(114)小柴胡汤
总论(121)各论(123)关于热入血室(144)关于血室(145)关于阳微结、纯阴结(146)关于阳明中风证(149)关
于手足烦热(158)大柴胡汤(159)大柴胡汤总论(161)关于过经(164)关于热结在里的表现(164)柴胡加芒硝
汤(167)柴胡桂枝干姜汤(170)瓜蒌根(171)柴胡桂枝汤(175)柴胡加龙骨牡蛎汤(180)铅丹(182)四逆散(183)
疟病(186)疟病总论(186)疟病之脉(187)鳖甲煎丸(188)白虎加桂枝汤(189)蜀漆散、牡蛎汤(189)云母(190)
柴胡去半夏加瓜蒌汤(192)柴胡桂姜汤(193)柴胡汤类方与疟病(193)黄芩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195)泻
心汤类方(198)泻心汤类方总论(199)大黄黄连泻心汤(200)附子泻心汤(202)大黄黄连泻心汤证与附子泻
心汤证的鉴别(203)泻心汤(204)半夏泻心汤(207)生姜泻心汤(209)甘草泻心汤(210)关于去滓再煎(215)关
于心下痞硬(217)其他处方(220)黄连汤(220)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222)旋覆代赭汤(225)厚朴生姜半夏甘
草人参汤(226)茯苓饮(227)白虎汤类方(229)白虎汤类方总论(231)白虎汤(235)白虎加人参汤(237)白虎加
桂枝汤(240)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方医学（第4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调胃承气汤方大黄四两去皮清酒洗甘草二两炙芒硝半升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
，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第29条）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煮两沸，顿服。
（第70条）此外，关于调胃承气汤的服用方法，在第207条、《辨可下病脉症并治第二十一》第209条
、《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第247条中为顿服；在《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第92条
中为少少温服。
在此，将大黄、芒硝在大陷胸汤中温服一升和在调胃承气汤中顿服一升加以比较。
大陷胸汤：大黄三两芒硝半升调胃承气汤：大黄四两芒硝半升两方的药物用量基本相同，调胃承气汤
中大黄多用了一两。
大陷胸汤是用于治疗痰热的处方，大黄、芒硝的用量基本相同，但调胃承气汤却并不用于治疗痰热，
而是针对性状类似痰热的病理产物。
如，清浊混杂之物，在接受小肠第一分别作用之前，在里热等影响下其性状发生改变，无法被小肠分
别而形成粘粘糊糊、近似于痰又并非痰的粘稠状物，此时仅用大黄无法应对，必须加入芒硝。
这种性状发生变化的物质不是痰，但又近似于痰，故命名为“似痰非痰”之物。
通读调胃承气汤的条文，并未见到“大便粳”、“燥屎”等记述，所载不过“下利”、“溏”。
由此可知，调胃承气汤不是用于治疗硬便，而是用于治疗“似痰非痰”，后者在排泄时近似“下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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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方医学(第4卷)》：日本医师，仲景方药完全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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