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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诊断学是根据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诊察病情，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
它是中医学专业的基础课，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梁，是中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主干
课程。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成人教育教材《中医诊断学》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全国中医
药成人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会组织修订和审定的，供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中医药学各专业
（本科、专科）使用。
根据国家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药教育界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全国高等中医院
校成人教育教材《中医诊断学教学大纲（本科、专科）》，在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中医诊断
学》（第1版，1984年）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而编写的。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诊法、辨证、诊病和病案四大部分，其中，诊法和辨证是教学的重点。
通过《中医诊断学》的教学，要使学生掌握望、闻、问、切诸诊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方法；掌
握八纲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的基本理论与知识；了解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
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和疾病诊断及病案的基本知识；初步训练诊法、辨证和病历书写的基本能力，
为学习中药、方剂及中医临床各科打下基础。
　　根据2000年6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教材主编会议”的精神，本教材采用“一书两纲”
的形式，即一本本科水平的《中医诊断学》教材，与本科、专科两套教学大纲配合使用。
同时，遵照主编会议关于“理论够用为度，便于自学，重在实用”的要求，本教材保持原函授教材的
基本构架不变，紧扣教学大纲，重在充实完善。
为了适应成人教育教学的需要，便于学生的自学阅读及教师的辅导讲授，本教材在编写上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既保持了中医诊断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突出了教学的重点；力求说理清楚，言简
意明，通俗易懂；适当配合图表，互证其义，以巩固、加深.学员对教材的印象和理解。
在每章之前对该章教学的“目的要求”和“自学时数”作了一般性安排。
正文之后均附有“自学指导”，对本章的重点难点作了必要的阐述；列出复习思考题，以供学生自习
和作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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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诊断学是根据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诊察病情，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
它是中医学专业的基础课，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梁，是中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主干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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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中医诊断学的学科性质和主要内容
　　二、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三、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史
　　四、学习中医诊断学的方法
第一篇　诊法
　第一章　问诊
　第一节　问诊的内容
　　一、一般情况
　　二、主诉
　　三、现病史
　　四、既往史
　　五、个人生活史
　　六、家族史
　第二节　问现在症
　　一、问寒热
　　二、问汗
　　三、问疼痛
　　四、问头身胸腹
　　五、问耳目
　　六、问睡眠
　　七、问饮食口味
　　八、问二便
　　九、问经带
　　十、问小儿
　　
　第二章　望诊
　第一节　全身望诊
　　一、望神
　　二、望色
　　三、望形
　　四、望态
　第二节　局部望诊
　　一、望头面
　　二、望五官
　　三、望躯体
　　四、望四肢
　　五、望二阴
　　六、望皮肤
　第三节　望舌
　　一、望舌概述
　　二、望舌质
　　三、望舌苔
　　四、舌象的综合分析
　　五、舌诊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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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望排出物
　　一、望痰涕
　　二、望涎唾
　　三、望呕吐物
　　四、望二便
　第五节　望小儿指纹
　　一、小儿指纹诊察方法
　　二、正常小儿指纹
　　三、病理小儿指纹
　　
　第三章　闻诊
　第一节　听声音
　　一、正常声音
　　二、病变声音
　第二节　嗅气味
　　一、病体气味
　　二、病室气味
　　
　第四章　切诊
　第一节　脉诊
　　一、脉诊的原理与方法
　　二、正常脉象
　　三、病理脉象
　　四、特殊脉诊
　　五、脉诊的临床运用与意义
　第二节　按诊
　　一、按诊的方法
　　二、按诊的内容
第二篇　辨证
　第五章　八纲辨证
　第一节　八纲的基本证候
　　一、表里辨证
　　二、寒热辨证
　　三、虚实辨证
　　四、阴阳辨证
　第二节　八纲证候间的关系
　　一、证候相兼
　　二、证候错杂
　　三、证候真假
　　四、证候转化
　　
　第六章　病因辨证
　第一节　六淫辨证
　　一、风淫证候
　　二、寒淫证候
　　三、湿淫证候
　　四、燥淫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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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火淫证候
　　六、暑淫证候
　第二节　疫疠辨证
　　一、瘟疫证候
　　二、疫疹证候
　　三、瘟黄证候
　第三节　情志辨证
　　一、喜伤证候
　　二、怒伤证候
　　三、思伤证候
　　四、悲伤证候
　　五、恐伤证候
　第四节　饮食劳逸辨证
　　一、饮食所伤证候
　　二、劳逸所伤证候
　第五节　外伤辨证
　　一、金刃所伤证候
　　二、虫兽所伤证候
　　三、跌扑所伤证候
　　
　第七章　气血津液辨证
　第一节　气血病辨证
　　一、气病辨证
　　二、血病辨证
　　三、气血同病辨证
　第二节　津液病辨证
　　一、津亏证候
　　二、水停证候
　　三、痰饮证候
　　
　第八章　脏腑辨证
　第一节　心与小肠病辨证
　　一、心血虚证
　　二、心阴虚证
　　三、心气虚证
　　四、心阳虚证
　　五、心阳暴脱证
　　六、心火炽盛证
　　七、心脉痹阻证
　　八、痰蒙心神证
　　九、痰火扰神证
　　十、瘀阻脑络证
　　十一、小肠实热证
　第二节　肺与大肠病辨证
　　一、肺气虚证
　　二、肺阴虚证
　　三、风寒犯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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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热犯肺证
　　五、燥邪犯肺证
　　六、肺热壅盛证
　　七、痰热壅肺证
　　八、痰饮停肺证
　　九、大肠湿热证
　　十、大肠津亏证
　第三节　脾与胃病辨证
　　一、脾气虚证
　　二、脾阳虚证
　　三、脾虚气陷证
　　四、脾不统血证
　　五、寒湿困脾证
　　六、湿热蕴脾证
　　七、胃阴虚证
　　八、胃阳虚证
　　九、胃实寒证
　　⋯⋯
　第九章　经络辩证
　第十章　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辩证
第三篇　诊病
第四篇　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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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灵枢·本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
”说明脏腑与体表是内外相应的，所以观察外部的表现，则可以测知内脏的变化，从而也就可以了解
内脏所发生的疾病。
《丹溪心法》指出：“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
盖有诸内者形诸外。
”正如《灵枢·外揣》所说：“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
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
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
⋯⋯昭昭之明不可蔽。
其不可蔽，不失阴阳也。
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
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停，响之应声，影之似形。
”这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医生诊断疾病是通过表面的现象推测内部的变化。
这一认识与近代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有着相似之处。
　　2.见微知著：微，指微细的、局部的现象；著，是明显的、整体的变化。
见微知著是指机体的某些局部，常包含着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通过微小的变化，可以测知整体的
情况。
　　临床实践证明，某些局部的改变，确实有诊断全身疾病的意义。
如《灵枢·五色》将人体面部分为明堂、阙、庭、藩、蔽等部，把首面、膝足、脏腑、膺背等整个人
体皆分属于其中，通过审察面部的情况，以测全身的病变。
又如《难经·一难》强调诊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于是详细审察寸口脉的“
三部九候”，以推断不同脏腑的疾病变化。
其他如耳为宗脉之所聚，耳郭的不同部位能反映全身各部的变化；舌为心之苗，与其他脏腑也有密切
联系，故舌的变化可以反映脏腑气血的盛衰及邪气的性质；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故目可反映
人体的神气，目之“五轮”亦可审察五脏六腑的病变等。
故有学者提出，人体的某些局部，可以看做是脏腑的“缩影”，中医诊断原理中含有当代“生物全息
”的思想。
　　3.以常衡变：常，指健康的、生理的状态；变，是异常的、病理的状态。
以常衡变是指在认识正常的基础上，发现太过、不及的异常变化，从而认识疾病的性质及变动的程度
。
　　《素问·玉机真脏论》说：“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
”要认识客观事物，必须通过观察比较，知常达变，这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
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都是相对的。
中医诊法中的望色、闻声、问病、切脉等，均是从正常中发现异常，从对比中找出差别，并进而认识
疾病的本质。
这也就是所谓以我知彼，以观太过不及之理的诊断原理。
　　（二）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　　中医诊断是运用直观诊察和逻辑思维进行复杂的认识过程，除了
应熟悉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之外，临床诊断时还须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1.整体察病：是
要求在诊病过程中，从整体上观察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和脏腑的气血阴阳变化，从而全面地认识疾病
。
由于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的脏腑与体表的形体官窍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整个人体又受到社会环
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人体一旦患了疾病，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全身，精神的刺激可以导致气机甚至形体的变化，脏腑的病
变可以造成气血阴阳的失常和精神活动的改变等等，任何疾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整体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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