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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了心力衰竭的理论研究、临床应用和名老中医经验与医案。
分别介绍了自先秦两汉时期至历代对心力衰竭文献记载、现代中医对心力衰竭的认识和辨证治疗研究
、17位名老中医经验与30位名家医案，以及心力衰竭的单味药、古方和中西医结合其他疗法。
全书紧密结合心力衰竭的中医研究与临床实践，集经典理论与实际操作于一体。
适用于心力衰竭中医理论研究和各级临床专科医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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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心力衰竭的中医病名探讨与文献选析　　心力衰竭是现代医学病名，是由不同病因引起
的心脏舒缩功能异常，以致在循环血量和血管舒缩功能正常时，心脏泵出的血液达不到组织的需求，
或仅能在心室充盈压增高时满足代谢需要，此时神经体液因子被激活参与代偿，形成具有血流动力功
能异常和神经体液激活两方面特征的临床综合征。
传统中医无心力衰竭的病名，下面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节　心力衰竭相关中医病名探讨　　中医虽然没有心力衰竭的病名，但对于心力衰竭的相关
探索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相关病证及病名记载散见于众多中医古籍。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发现中医对于心力衰竭不仅很早就开始进行探索，而且有些认识也比较深入，这些
相关记载有助于更好地从中医的角度来认识心力衰竭。
　　在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我们认为“心痹”“心咳”“心水”“心胀”“心脏衰弱”“心衰”
等病名与心力衰竭有关。
下面对这些病名的沿革做一概述：　　一、心力衰竭相关中医病名源流　　1．心痹　中医对心力衰
竭的最早描述见于《内经》，《素问·痹论》日：“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心痹者，脉
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
”（张琦注：“心主脉而贯肺，以行呼吸，心下跳动，上气而喘，心乘肺也。
”）《素问·五脏生成篇》日：“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日：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日心痹
；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
”（王冰注：“喘为心气不足，坚则病气有余。
”）《素问·痹论》及《素问·五脏生成篇》指出由脉痹发展而成的心痹病，常有心烦、心悸、脉涩
等症，且可出现“暴上气而喘”，此处的心痹与今天的风湿性心脏病所致心力衰竭的病因及常见症状
十分相似。
自《内经》以来，历代医家如王冰、张志聪等对心痹病名及病机的探讨没有更深入的发展。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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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