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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中医学将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望、闻、问、切，简称为四诊。
四诊是诊断疾病的第一步，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医生感官进行望、闻、问、切，从而收集病人的病史
、病情、症状和体征，为辨证论治打下基础。
可以这样说，熟练掌握四诊技术，全面、系统、准确地收集与病有关的资料，是，临床治疗成功与失
败的关键。
　　中医学历来都十分重视四诊方法，强调临床医生必须掌握四诊技巧。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
处，命日工。
”　　在秦汉之际，由秦越人编著的《难经》中，用“神、圣、工、巧”，来说明望、闻、问、切四
诊在诊断技术上的高低。
《难经·六十一难》说：“经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
之巧，何谓也？
然：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
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
经言以外知内之日圣，以内知之日神，此之谓也。
”　　在中医学诊法中，望诊、舌诊、切诊等诊法，受到历代医学家的高度重视，专著较多，但问诊
专著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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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进一步整理、提高、发扬中医问诊理论，使问诊更加紧密地与临床结合起来，我们编写了这本《
中华医学问诊大全》。
本书乃大型工具书，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主要内容包括一般问诊方法与技巧、临床各科疾病问诊要点，并附录了古代医籍有关问诊的著名论述
，以供临证参考。
    疾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要想早期地、正确地认识它，单靠某一种诊断方法是不可能的，必须
把各种诊疗方法结合起来，综合判断才行。
但问诊毕竟在诊断方面有独到之处和重要参考价值。
有些疾病，主要依靠问诊，就可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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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主诉　　主诉是病人就诊时陈述的最明显或最痛苦的主要症状及持续时问。
主诉通常是病人就诊的主要原因，也是疾病的主要矛盾。
通过主诉可以帮助医生判断疾病的大致类别和病情的轻重缓急，也是认识和分析疾病的根据。
因此主诉在疾病的诊断和指导治疗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般主诉所包括的症状只能是一个或两三个，不能过多。
主诉中包括不同时间出现的几个症状时，则应按其症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
尽管疾病的症状是复杂多样的，而且有时病人陈述零乱而不分主次，但是医生要善于准确抓住其中的
主要症状，并将其部位、性质、程度、持续时间询问清楚，并且经过归纳整理之后，再准确描述。
　　记录主诉时，文字要准确、简洁明了，不能繁琐、笼统、含糊其词，不能使用正式病名作为主诉
，不能记录疾病演变过程。
如果病人的叙述不突出或含糊不清时，要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询问，耐心倾听，认真分析，直到明确其
主要症状时再书写病历。
　　主诉与主症，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主症与主诉所反映的都是疾病的主要症状，前者往往被包括在后者之中；主症仅反映了重要的症状表
现，而主诉则不仅反映了症状表现，而且还包括了疾病的持续时间，甚至疾病的病势等，因此临床上
不要把主诉与主症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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