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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奚凤霖医论医案集》分上篇、下篇和附篇。
上篇心病论治发挥，分十四节。
全面、详尽总结了奚老临床诊治心系病证的心得体会和宝贵经验；下篇疑难病症验案则通过寰量的验
案实例，反映了奚老临床诊治疑难病症的经验：附篇丸散膏方实录，真赛记录了奚老临床恰当运用丸
散膏方传统制剂的典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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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本病可以概为五型：风痰阻络、营卫亏虚、上气不足、气虚血瘀、髓虚精亏。
其中证有虚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以虚为主。
在辨证施治中，不忘祛痰。
具体分型证治如下。
 1.风痰组络——祛风化痰同时，还须养血通络 五志过极，心火暴盛，也可使肝阳暴张；或湿聚痰，痰
生热，热召风，肝风内动，风痰阻络；或蒙扰清窍，而致类中、偏枯。
平时常有头晕目眩，或头痛面赤。
由于风阳亢上，气逆血菀，突发口眼喁斜，舌强语謇，半身不遂，或肢体拘急，骨节酸痛，实则亦有
神志昏昧等，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
治法：风邪人中，用祛风通络、养血和营，大秦艽汤（《医学发明》）加减；风痰闭窍，用豁痰利窍
，涤痰汤（《奇效良方》）加减；风痰阻络，用祛风化痰以通络，配用牵正散（《杨氏家藏方》）；
气血为风痰所阻，配鸡血藤、川芎、当归、赤芍等活血通络；风火亢盛，用平肝潜阳、清火息风，天
麻钩藤饮（《杂病诊治新义》）加减。
 2.营卫亏虚——调和营卫之时，不忘补气生血 《灵枢·刺节真邪》篇谓：“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
，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
”由于营卫亏虚，气血不足，复受外感之邪，血行不畅，阳气痹阻。
症以肢体或局部麻木不仁为特点，初属血痹，甚则发为偏枯，并有眩晕、易汗、畏风、乏力，舌淡红
，苔薄，脉小软濡。
可用黄芪桂枝五物汤（《金匮要略》）主治，以温阳行痹，益气护卫。
若兼身不仁，筋肉酸痛，为风痹状，加秦艽、羌活、防风，以祛风通络；兼见面色少华，爪甲苍白，
舌淡露底，加干地黄、当归、女贞、旱莲，以养血和营；出现偏枯不遂，加胆星、地龙、归尾、川芎
等，以活血通络；如虚风抽动，加天麻、钩藤、全蝎；如Vl眼喁斜，舌强语謇，加正舌散；如颈项拘
紧麻木，或项强者，加葛根、瓜蒌，以祛痰解痉。
 3.上气不足——升补下陷之大气，活血寓补气之中 《灵枢·口问》云：“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头
为之苦倾，目为之眩，耳为之鸣。
”上气不足者，即胸中宗气不能贯注心脉以助血上升，脑中缺血，不能颐养脑髓，以至脑失所营，因
虚而瘀，症见头脑倾眩，耳鸣，精神昏愦，气短不相续，心中儋儋动，肢体痿废，或偏枯不遂，舌质
淡胖，苔白，脉细弱，或至数兼迟等。
治以益气升陷，升陷汤（《医学衷中参西录》）主之。
血生于气，气旺则血亦充矣。
至于气分虚极者，再加人参，以培气之本，或更加山茱萸，以防气之涣，使已升者不致复陷；如面黄
唇白，偏于血虚甚者，加当归、熟地、女贞、旱莲、阿胶等以补血滋阴。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奚凤霖医论医案集>>

编辑推荐

《奚凤霖医论医案集》医理丰富，案例生动，经验宝贵。
足资中医临床工作者和中医爱好者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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