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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氏喉科，秘传六代，临证百年，心得良多，及至周君，更添异彩，内外秘法，颇具独到。
本书为周氏喉科之精华，家传之遗稿，首论咽喉为五脏六腑之外候暨咽喉经脉以阴经为本，阳经为标
；振伤寒六经之说，兴温病卫气营血之论；立失音之门，收慢喉之症；匡咽喉解剖之名位，正病症实
质之意义；移喉镜检查之术，引气管切开之法；周氏乳蛾分层割治之术颇具特色，其内外合治之法确
起沉疴，并酌附少量古代医论及当代中医耳鼻咽喉科著名老前辈临证经验。
由是观之，该书独具古今特色，堪称当代喉科之佳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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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彩云（1944－1987年），男，湖南省沅江市黄土包镇人氏。
14岁即随叔祖父周桂才老先生学习中医及祖传喉科，成年时在家执业，28岁时新建沅江市共华乡卫生
院并担任院长直至去世。
系湖南省中医五官科学会会员，曾在上海中医药杂志等发表论文6篇，并多次外出参加学习班，在全
国或全省学术会议上交流经验。
　　周氏集家传喉科百年之经验，创僵蝉饮等内外治经验方40多首，擅长从卫气营血辨证，内外结合
，习用局部刺血法、含服与含澈法、外敷法，以及其他外治法，对喉科急症处理尤为随心，在当地享
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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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喉痈 　　外喉痈 　喉风门 　　急喉风 　　缠喉风 　　哑瘴喉风（弱证喉风） 　疫喉门　　白喉
　　疫喉痧 　喉喑门 　　客寒失音 　　客热失音 　　郁热失音 　　气虚失音 　　阴虚失音 　　痨
嗽失音 号叫失音 　　喑喉失音 　　痹证失音 　　子喑 　　产后喑 　　肝郁失音 　　外伤失音 　杂
症门 　　小儿  　　异物梗喉 　　梅核气 　　珍珠喉　喉喑 　　颃颡干燥症 　　颈咽痹痛 　　阴虚
喉癣 　　梅毒喉疳 　　喉瘤 　口齿唇舌门 　　牙痛 　　龋齿 　　牙痈 　　牙#痈 　　齿槽风 　　牙
宣 　　牙疳 　　口疮 　　口糜　鹅口疮 　　口舌痰包 　　木舌 舌菌 　　唇风 　　唇疔 卷下 　内服
方 　外治方 　外用药制法 　　西瓜霜制法 　　人指甲制法 　　人中白制法 　　珍珠粉制法 　　壁
钱、壁钱窠制法 　　千金子仁霜制法 　　灯草灰制法 　　巴豆去油（巴豆霜）制法 　　蜜制黄柏法 
　　植物药研粉法 　　玄参、乌梅、胆南星研粉法 　　吹服、含服、外敷散剂临时调配法 附录：方
剂编号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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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上　　咽喉解剖　　上古俞跗，治病不以汤、针、跷、按，而以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脑
髓、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足见中医之有解剖，由来久矣。
医至秦汉，解剖备焉。
脏腑之高下，肠胃之大小，经脉之短长，百骸之体形，跃然《内经》。
然儒学伴封建盛行，视解剖为大逆不道，妄加诛灭。
是以古代解剖学终如少女蒙纱，雾薄崇阿，有其影而无其形，咽喉解剖之发展受阻尤甚。
一名多位，一位多名，同名异位，同位异名，诸医各持其谓，至今尚未统一。
以先人之昏昏，遗后学之茫然。
夫咽喉乃性命之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岂可不慎乎！
故是书开卷，用心潜力，衷中参西，以正咽喉解剖之名位。
　　、　　咽喉之名，可分可合，分则称咽、称喉，合则混称咽喉。
咽、喉别称颇多。
如咙、嗌、咽嗌、喉咙、喉嗌、喉头、喉咽等等，在古代文献中，或指咽，或指喉，或泛指咽与喉，
或仅指咽喉之某一部位，堪称混乱之极。
然咽之与喉，以功能不同而各自有别。
明·赵献可《医贯》卷一谓：“咽喉二窍，同出一脘，异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后主吞。
喉系坚空，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窍，以激诸脉之行，气之要道也。
咽系柔空，下接胃本，为饮食之路，水谷同下，并归胃中，乃粮运之关津也。
”以此论之，则气道为喉，属坚空；食道为咽，属柔空。
咽喉有颃颡、喉关、咽门、喉咙四部之分，颃颡、喉咙为气道、乃坚空，故属喉；咽门为柔空，乃食
道，故属咽；喉关既为气道属喉，亦为食道属咽。
　　咽位于口腔之后，起于喉关，向下经咽门与食管相连，属胃系。
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咽喉论》卷第三十五说：“夫咽喉者，生于肺胃之气也。
咽者咽也，空可咽物，又谓之嗌，主通利水谷，胃气之道路，故为胃之系。
”咽为肝之使。
如《素问·奇病论》说：“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
”咽喉候脾胃。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咽喉心胸病诸候》卷三十说：“咽喉者，脾胃之候。
”咽，别称咽路、咽系、咽门、食喉、谷喉。
《灵枢·五味》：“咸入于胃⋯⋯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
故舌本干而善渴。
”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十六：“咽肿则不能吞，于则不能咽，多因饮啖辛热或复呕吐
烙伤，致咽系干枯之所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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