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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诊断是以研究各种诊察疾病方法的技术规范、应用范围及其临床意义为主的知识体系。
中医诊断属于临床学科的基础，是临床医生对疾病的感性认识过程，是医生进一步对疾病作出本质性
的理性判断最真实、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
中医诊断是将中医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的纽带和桥梁，是进一步学习临床各科的基础。
临床医生对疾病准确无误的分析判断，恰当有效的治疗用药，必须以全面、准确、详实的诊察资料为
前提，这也是中医诊断的意义和目的之所在。
　　中医诊病方法的内容十分丰富，通常概括为“望、闻、问、切”四法。
此次《中医诊断20讲》的编著，是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掌握并付之于实践，在兼顾传统四诊的基础
上，将常用的行之有效的中医诊病方法析解为20个知识单元，每个知识单元既相对独立，但又是中医
诊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20个知识单元浑然一体，共同构架了
中医诊断的知识体系。
　　中医诊断是医生对疾病的感性认识阶段。
为了便于初学者研读掌握，因而在编著过程中尽可能地不引或少引用古人的论述。
每种诊断内容都是先进行定义，再陈述内容。
在对具体内容进行论述时，以原理、方法、具体事项、相关内容及其临床意义为序。
文字表述力求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便于掌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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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诊病方法的内容十分丰富，通常概括为“望、闻、问、切”四法。
此次《中医诊断20讲》的编著，是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掌握并付之于实践，在兼顾传统四诊的基础
上，将常用的行之有效的中医诊病方法析解为20个知识单元，每个知识单元既相对独立，但又是中医
诊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20个知识单元浑然一体，共同构架了
中医诊断的知识体系。
　　《中医诊断20讲》突出“科普”的特点，表述通俗易懂、简洁易记，可供广大中医爱好者自修研
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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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以常衡变　　“知常达变，以常衡变”是中医诊治法自古以来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这条原则强调医者必须在掌握正常生理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发现那些与正常现象有所区别的太过、不
及的异常变化，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变化规律。
中医诊法中的望、闻、问、切诸法，莫不据此。
从常中求异，以常测变，进而认识疾病的本质，这就是所谓的“以我知彼”、“以观过与不及之理”
诊法原理的应用。
三、中医诊法的特点　　中医诊治是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其特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整体察病　　“整体察病”就是要把疾病看成是患者整体失调的表现，既要细察机体的外
在表现，以详审机体内在的异常变化，同时还应当把患者与外在自然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诊
察，全面地了解病情。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脏腑与体表的形体官窍之间密切相关，当人体脏腑、气血、阴阳协
调平衡，能适应社会、自然环境的变化时，便是身心健康的表现。
如果内外环境不能维护其一定范围内的和谐一致，便可发生疾病。
因此人体一旦患了疾病，局部的病变就可以影响于全身，脏腑的病变可以造成气血、津液、阴阳、营
卫的失常和精神情志活动的障碍，任何局部的病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整体而具有整体性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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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孙思邈，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
《素问.四气调神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精读医书，娴熟医技，学习上工之术，掌握养生之法，成为自身和家人，未“病”先防、有病能治的
“上工”。
　　《黄帝内经》尊崇的“上工”有两个标准：是“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的最高标准。
二是“上工救其萌芽”，癔病“十全九”上优秀医生标准。
　　能够对疾病做到早期发现、期诊断、早期治疗，使病邪尽可少地对人体造成伤害，并能最大限度
地提高治愈率，达到“上工”这一最高境界，决非易事。
要想达到“救其萌芽”之“上工”的水准而不致于成为一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的“下工”，就必须
精读医书，娴熟医技。
　　本套系列丛书之所以名日是“上工书房”，就是本着《黄帝内经》对“上工”的两种评价，希望
每一位热爱中医的读者能够通过本套丛书了解上工之医术，掌握健康养生之法，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
态，成为一名自身和家人“未病”先防、有病能治的“上工”。
这也是本套丛书策划和编纂的目的和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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