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冯先波精细入微辨证讲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冯先波精细入微辨证讲记>>

13位ISBN编号：9787513211758

10位ISBN编号：7513211752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作者：刘俊 编

页数：199

字数：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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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冯先波精细入微辨证讲记>>

内容概要

刘俊主编的《冯先波精细入微辨证讲记》以临床实用性为原则，收集和整理了名老中医冯先波先生的
临床医案，还原了冯先波老中医在临床实践中辨证处方用药的思考过程，既有理论总结，也有特色用
药的介绍，十分便于临床医师学习、利用。

其内容有冯先波老中医对耳鸣、胸痹、腹泻、皮肤瘙痒等辨证治疗的介绍；有肿瘤、中风等疑难病症
的治疗经验；也有对磁石、倒提壶、黄连、板蓝根等药物应用的心得总结。
其辨证、立法、处方、用药均突出了冯先波老中医之所长，皆属经验之谈，多有创新之处，对于临床
医师多有裨益。

《冯先波精细入微辨证讲记》沿用《疑难病辨证回忆录》所开创的“以病机分章节”的模式，按照“
单纯病机（病性、病位）和复杂病机（并列关系、因果关系、主次关系）”的体系进行编排。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病机虽看似类似，比如，肝火上炎、阳明胃经火盛、胃热津伤，皆大致隶属
“
脏腑实热”，但我们为让读者分析掌握其不同侧重的病机，在分类的时候也有所侧重。
比如，“肝火上炎”侧重讲述“实火”，归入病性篇章；“阳明胃经火盛”侧重讲述“胃经”，归入
病位篇章；“胃热津伤”侧重讲述“胃热与津伤的因果关系”，归入“复杂病机”篇章。
虽然这三个具体病机都隶属脏腑实热，却分布在三章之中。

正如刘观涛编辑在《疑难病辨证回忆录》的编辑前言中所云：
众所周知，“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灵魂，然而，在诸多中医著作（医论、医案）之中，却多见以
“病症”分类（如咳嗽、下利、高血压、闭经
⋯⋯）的专著，而少见以“病机”分类（如病性：气虚、实热、寒湿⋯⋯病位：表证、上热下寒、肝
肾阴虚⋯⋯）的专著。
类似现代伤寒大家刘渡舟以
“湿证论”、“水证论”、“火证论”、“津液链”⋯⋯详解湿证、水证、实热（火）证、津液证⋯
⋯清代名医唐宗海以《血证论》详解血证，乃至金代名医李东垣以《脾胃论》详解脾胃证的“病机专
著”真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

从“病机”入手，能让人掌握辨证论治的精要，可谓“执简驭繁、一通百通”，此为中医的“根本”
；从“病症”入手，能让人学习常见疾病的“
辨证分型”，从另一种角度掌握辨证论治，亦为中医的“根本”也。
从“病机”入手犹如辨证经纬之“经”；从“病症”入手犹如辨证经纬之“纬，”
两者相辅相成，均不可偏。
然而，当代中医临床家的著作，大多以“病症”
分类而较少以“病机”分类，使得辨证论治之“经纬”出现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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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先波，字若水，一九三二午出生于河北深州，一九四八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后在部队从
事医疗工作，一九五六年转业至贵州，一九五九年参加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第一期贵州班，结业后
即从事中医诊疗和教学工作，著有《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和《中医内科鉴别诊断要点》一九九二年退
休于贵阳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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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病性
    实证类
第一节  实火
  十年耳鸣误为虚，清肝降火显神功
  ——耳鸣（肝胆火盛）
  肝脉上行入目系，眼红肿痛当寻肝
  ——天行赤眼（肝火上炎）
  口臭乃为胃中热，清胃泄热佐芳香
  ——口臭（胃火壅盛）
  膏粱厚味皆火毒，足生粉刺与疔疮
  ——肺风粉刺（肺胃火毒）
第二节  湿热
  鼻渊脓涕属湿热，清肝利胆湿热消
  ——鼻渊（肝胆湿热）
  邪搏诸阳乃汗出，辨清病性是关键
  ——头汗（肝胆湿热）
  阴中有物漂流下，绵绵不断湿热缠
  ——带下（湿热带下）
第三节  血瘀
  不通则痛瘀为因，通经活血痛经疗
  ——痛经（瘀血阻滞胞宫）
  补泻兼行治腰痛，瘀既去而正不伤
  ——腰痛（瘀血阻络）
第四节  气滞食积
  满而不痛名日痞，调畅脾胃气机宜
  ——实痞（胃腑气滞）
  小儿积滞多为实，消食导滞应为先
  ——食积（胃腑积滞）
第五节  痰热
  痰扰元神病生痫，豁痰息风痫安定
  ——痫病（痰热扰心）
    虚证类
第六节  气虚
  息肉术后声嘶哑，金破不鸣是为因
  ——喉喑（肺脾气虚）
  便秘误下两年余，详辨乃由气虚致
  ——便秘（脾气虚弱兼津液亏虚）
  中医治癌须辨证，并非诸癌皆能攻
  ——积聚（气虚欲脱）
第七节  血虚
  看病当详问病史，产后出血乃病因
  ——四肢不温（血虚寒凝证）
第八节  气血两虚
  并非失眠皆重镇，益气补血亦催眠
  ——不寐（心脾气血两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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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气津两虚
  消渴未必见消瘦，肾水不足乃是根
  ——消渴（脾肾气阴两虚）
第十节  虚热（阴虚）
  昼夜皆有汗出证，究为何汗当合参
  ——汗证（阴虚火旺）
  热病后期气阴伤，益气养阴透热兼
  ——低热（气阴两虚发热）
第十一节  虚寒（阳虚）
  丹田不暖鸡鸣泻，温肾勿忘兼健脾
  ——五更泄泻（脾肾阳虚）
    第二章  病位
第一节  经络
  头痛首分内与外，再辨病性与病位
  ——头痛（肝经风热阻络）
  上齿下齿皆是痛，不必拘泥胃与肠
  ——牙痛（阳明胃经火盛）
  风为阳邪袭阳位。
祛风通络治口歪
  ——口僻（风热上扰胆胃二经）
  谨守《内经》十九条，诸痛痒疮皆属心
  ——口疮（心经火盛）
第二节  表里
  证型不明该如何，辨证辨病需结合
  ——头痛（风寒头痛）
  《内经》湿胜则濡泄，治在利水实大便
  ——泄泻（外感寒湿）
  阳结邪火多有余，峻下热结急存阴
  ——便秘（胃肠积热伤阴）
第三节  卫气分与营血分
  谁言“中医不救急”，偏向“急症”虎山行
  ——外感发热（外感风寒，入里化热）
  血热瘙痒经不住，犀地凉血又凉心
  ——皮肤瘙痒（血热夹风）
第四节  脏腑
  心烦不寐火为因，清心泻火重安神
  ——不寐（心火炽盛）
  湿热邪毒蕴肠中，法拟仲景白头翁
  ——赤白痢（大肠湿热）
  湿热聚耳化为脓，循经病位在肝胆
  ——脓耳（肝胆湿热）
  石淋疼痛谁能忍。
利尿排石是根本
  ——石淋（膀胱湿热）
  莪术入胃瘀化去，开胃进食能止痛
  ——胃脘痛（肝胃郁热）
  并非眩晕皆阳亢，肝肾阴虚细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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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眩晕（肝肾阴虚）
第五节  上下
  呼出心肺吸肝肾，标本虚实要兼顾
  ——痰喘证（上实下虚）
  五脏六腑皆致淋，八正石韦热淋治
  ——热淋（下焦湿热）
  第三章  复杂病机
第一节  并列关系
  邪在心则病心痛，本虚标实当明辨
  ——胸痹（心气亏虚，瘀阻心脉）
  本虚标实辨胸痹，痰瘀交阻宜化通
  ——胸痹（心气阴虚，痰瘀内阻）
  风寒外柬颈强痛，效仿《伤寒》葛根法
  ——痹证（风寒阻络，气血瘀滞）
  心火肝脾湿热搏，三黄百蛇能攻坚
  ——肾囊风（风、湿、热夹杂为患）
  外寒里热痰浊阻，清热散寒需兼顾
  ——哮证（寒包火哮证）
  头晕误辨为肝火，虚处当从细中看
  ——头晕（肝肾阴虚，肝阳上亢）
  肝经郁滞生乳癖，但从肝治癖自消
  ——乳癖（肝郁气滞血瘀）
第二节  因果关系
  朱砂安神效不显，详辨方知腑不通
  ——不寐（胃肠积热伤阴）
  津亏口干热作怪，清热养阴治在胃
  ——口干（胃热津伤）
  经水不调治带下，带下愈而经自愈
  ——月经不调（湿热下注）
  温阳散寒温不转，通腑泄热反回温
  ——肢末不温（胃肠积热伤阴）
  气血亏虚虚为本，因虚致瘀瘀阻络
  ——中风先兆（气虚瘀阻）
第三节  主次关系
  但询常法效不佳，却从新法取佳效
  ——缠腰火丹（心肝火旺，兼有湿热）
  胃火肾火皆为火，一实一虚当详辨
  ——面痛（胃热阴虚）
  脾虚为本湿为标，治在实脾与渗湿
  ——泄泻（脾虚湿盛）
  诸病黄家多湿热，祛湿清热勿忘脾
  ——黄疸（肝经湿热，兼及脾虚）
  月经全借肾水施，肾水干涸则闭经
  ——闭经（肾虚兼气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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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师承学堂：冯先波精细入微辨证讲记》以临床实用性为原则，收集和整理了名老中医冯先
波先生的临床医案，还原了冯先波老中医在临床实践中辨证处方用药的思考过程，既有理论总结，也
有特色用药的介绍，十分便于临床医师学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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