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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肺主一身之气，合于皮毛，辅心主血，通调水道，开窍于鼻。
鼻气通于天，四时六淫之邪袭人，首感于肺。
前贤叶桂“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概语，亦警示平时应维护肺卫，善于防治外感内伤所致的肺系疾
病与时病，故曾有“娇脏”之称。
近年来全球十分关注的“非典”和流感、肺结核等疾患，我国广大农村冬春季节病犯率较高的呼吸系
统疾病，城乡发病率逐渐增高的肺癌等等，均说明防治呼吸系统疾病至关重要，不容懈怠。
晚近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工作不断加强，中医药理论，实践的书籍出版不少，但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
专著却甚少，个人认为应予引起重视，亟须弥补这一不足。
　　韩树人同志是南京中医学院中医专业第二届高材生。
当时学制六年，中西课时之比约为7：3，中医理论基础扎实。
临证实习时间亦较长，分段实习，如课间实习，半载教学实习与足有一年的生产实习。
当时敝人在医疗工作的基础上，兼内科教研组课堂与带教任务。
授课期间，晚间到学院教室辅导答疑，忆及韩君所询问内容较他人为深，是经过他学后复习，领悟深
化后所提的问题，以见其求知、好学，深为可嘉。
1965年毕业，选留在我院，曾随已故中医大家曹呜皋、李石青等以肺系专长的老师临证，在工作中继
续勤学多年，参与肺系病房、门诊（含专业门诊）工作。
1985年以树人同志为主创建“呼吸科”，他被任命为科主任。
对医疗、教学、科研等多项任务，带领全科同仁，团结奋进，成绩斐然。
历年来，医患关系最融洽，病人送感谢信最多的，在全院要属呼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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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为韩树人教授对自己从医逾50年在中医内科方面的阶段性总结，全书分肺系病和内科杂症两篇，
每篇分为医论医话和病案两部分，共收集医论医话20余篇，医案百余则。
尤其是自1980年以来专攻肺系各种急、慢性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心得，如诊治慢阻肺、肺心病
、气胸、食管反流致咳等，均有独特见解。
对各级中青年中医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有很好的帮助；是中医药院校学生、中医自学者及中医爱好者
学习呼吸系疾病的中医理论和诊断的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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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树人，1936年生，江苏省江都人。
出生高汉农村，世代务农，兄弟姊妹众多，家境清贫，15岁入学，启蒙较迟。
初中时一度因营养不良，疑患肺痨，高中毕业后，志在习医。
平时以勤补拙，寒窗苦读六载，1959年9月～1965年7月学习并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
1965年8月进入江苏省中医院内科工作至今。
1987年任南京中医学院副教授。
1992年6月任肺内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1993年7月任中医内科主任医师。
2002年被评为江苏省名中医。
任职期间曾先后兼任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卫生部药理研究基地院管理委员会成员，江苏省中
医学会肺系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及顾问，南京市中医内科学会委员及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编委等职。
 
    江苏省中医院名医荟萃，在此环境中，韩老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40余年，先后在已故中医大家张
泽生、曹鸣皋、李石青等前辈指导下工作。
临床实践中，坚持以中医为主，勤奋阅读中医古籍，如《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丹
溪心法》、《柳选四家医案》等医书。
在充实中医理论的前提下，兼收现代医理，力求触类旁通，为我所用，不断丰富自己的诊疗经验。
治疗讲究实效，严谨对待。
从1980年前后专业肺科以来，对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问
质纤维化及肺癌等肺系疾患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临床诊疗顿能应手。
此外，对中医内科（如脾胃、肝胆系统疾病及痹症、失眠、乳糜尿等）疾病，也颇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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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型支气管炎——阳虚伏饮证　肺心病——阳虚饮邪化热证　  ——痰瘀阻滞证　肺间质纤维化——
肾虚夹瘀证　哮病　支气管哮喘——寒哮　  ——寒哮（迷走神经兴奋型）　  ——热哮　悬饮　结核
性渗出性胸膜炎——饮邪夹瘀证　包囊性积液——饮邪夹瘀证　结核性胸膜炎——少阳夹瘀证　咯血
　支气管扩张症——阴虚火旺证　  ——痰火伏肺证　  ——阴虚痰热证　肺痈　肺脓疡——痰热蕴肺
证　支气管扩张——痰热蕴肺证　风温（恢复期）　机化性肺炎——瘀阻肺络证　肺痿　肺不张（痰
栓所致）——痰阻肺窍证　肺积　肺癌（腺癌）——热毒痰瘀证　    杂证医论医话篇　1  运用香砂阿
魏丸治疗腹胀的体会　2  谈谈脾肾阳虚泄泻的治疗　3  运用茵陈蒿汤加减治疗一例胆囊炎　4  对左金
丸的药物配伍意义即临床运用浅析　5  浅析“二阳之病发心脾”及临床案例　6  黄连阿胶汤的临床运
用　7  乳糜尿治疗经验简介　8  白虎加苍术汤为主治愈变应性亚败血症二例杂证医案篇　呕吐　急性
胃炎——邪伏少阳证　脘痛　慢性胃炎——中虚夹瘀证　嘈杂　慢性胃炎——阴阳两虚证　嗳气　胃
神经官能症——肝胃不和证　腹泻　腹泻——肝脾不调证　  ——脾阴亏虚证　痢疾　急性菌痢——
湿热痢　慢性结肠炎——燥痢　胁痛　乙型肝炎——湿热内蕴证　胸痹　胸痹——中气不足证　不寐
　失眠——君相火旺证（心肝同治）　  ——阴虚火旺证（心肝同治）　  ——痰火内扰证（治在胆胃
）　  ——神魄离舍证（心肺同治）　  ——气血双亏证（心脾并补）　  ——水亏火旺证（心肾同治）
　盗汗　盗汗——阴虚火旺证　  ——气阴亏虚证　黄汗　黄汗——肝经湿热证　口腔溃疡　口腔溃
疡——心脾积热证　舌体溃疡　舌体溃疡——心火上炎证　舌麻　舌麻——风痰阻络证　眩晕　眩晕
——气血亏虚证　头痛　颅内感染——风热夹痰证　头痛——痰浊上蒙证　  ——血虚肝旺证　误补
益疾——肝胃火旺证　三叉神经痛——风痰上扰证　  ——肝风夹痰证　痉症　面肌痉挛——阴虚风
动证　风水肿　急性肾炎——疮毒内归证　血尿　肾下垂术后——阴阳两虚证　尿浊　乳糜血尿——
脾（肾）虚挟湿证　癃闭　腹胀——中气下陷证　腹痛（原因待查）　腹痛——气滞血瘀证　肾间动
气　腹主动脉跳动——肾虚夹饮证　怪病　牙冷如冰——阳虚阴盛证　强中　举阳不息——阴虚火旺
证　痹症　坐骨神经痛——寒湿凝经证　  ——风火挟湿证　手指关节退变——痰瘀痹阻证　颈椎综
合征——风痰阻络证　膝骨关节病变——肝肾两虚证　痿证　桡神经麻痹——气血亏虚证　风疹块　
荨麻疹——气血两虚证　  ——风湿血热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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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又是一个清冷的冬日早晨，当天色未明，寒露甚重之时，在江苏省中医院其他诊室仍是一片黯然
寂静的时候，呼吸科一号诊室的灯光却已悄然亮起，伴随着患者的咳喘声、低语声，一个身着白大衣
，两鬓斑白而又略显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患者与病患家属的包围之中——韩树人教授开始了又一天的
呼吸科门诊。
逆境求学，力争上游韩老是江苏省江都人，出生在高汉农村，幼时由于家境清寒，加之体质孱弱，使
其在求学路上屡遇困顿与难关、阻碍。
但是，逆境，也是成就不凡人物的要件之一，生活上的困境与疾病的干扰，并没有将韩老击倒，反而
更使韩老珍惜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在逆境中求发展的韩老，从小就懂得要刻苦学习、以勤补拙
，力争上游的道理。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韩老在南京中医学院毕业之后，即因品学兼优、中医理论功底扎实而被直接
分配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并有幸得到著名中医大师张泽生、曹鸣皋、李石青等名家垂爱指导，在中
医临床第一线坚持奋斗至今。
中医本位，能中不西，先中后西韩老在中医事业上很有自己的原则与见解，临床上坚持以中医为本位
的立场与风格十分鲜明，门诊时经常遇到许多因为严重发作的哮病、喘证或重症流感甚至肺炎等症状
急、重的患者。
　　脾咳的症状：“咳论”虽有论述，但后世医家叙述更详，如《医醇媵义》指出：“脾经之咳，胸
满痰稠，食少体倦”；《症因脉治》又载：“脾经咳嗽之症，咳而右胁下隐隐作痛，痛引心脾，神衰
嗜卧，面色萎黄，腹胀黄肿，身重不可以动，动则咳剧”；金·刘完素谓：“咳谓无痰而有声，肺气
伤而不清也；嗽是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谓之有声有痰，盖风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
而为嗽也”。
因此，咳嗽痰多易咯，嗽之即出，或痰有甜味，或苔腻，以及纳少倦怠，便溏浮肿等，为脾咳之特征
。
因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
故脾咳之因，多为饮食不节，喜食肥甘，嗜酒好茶，滋湿生痰；或因劳力伤脾（气），或因素体不健
，后天失调，或因久咳，肺病及脾，致脾虚生痰，上逆而咳。
　　脾咳治则：《柳选四家医案》指出：“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
临床当审其标本虚实及其主次而治之。
①如咳嗽痰多、色白质黏易咯，苔白腻，标实见症明显者，恒用平胃散合杏苏二陈汤，燥湿化痰治之
；②若白痰夹沫者，舌苔白用六安煎（二陈汤加杏仁、白芥子、生姜）加减，温化痰湿；③如痰（或
苔）黄白相兼者，此乃湿郁化热之象，用三子养亲汤或杏苏二陈汤加苡仁、冬瓜子、平地木、佛耳草
、或桑白皮、炒芩，温清并用，化痰肃肺。
若脾虚明显，或久咳不已，治宗丁甘仁“必须培土，以生肺金”之法。
《临证指南医案》指出：“从来久病，后天脾胃为要，咳嗽久非客症，治脾胃者，土旺以生金，不必
穷究其嗽”。
《王旭高医案》亦谓：“疗久咳必先顾其胃气，未有胃不顺而咳可愈者”。
因此，①脾虚气弱者，多用六君子汤，健脾化痰，以杜生痰之源；②若脾阳不振者，用理中化痰丸加
味，温中健脾、化痰止咳、肺脾同治；③如肺脾（胃）气阴不足，咳嗽有痰，舌红苔净者，可用《金
匮》麦门冬汤加肺药，气阴并补，润燥兼施；④又有舌淡少苔、营土不足，肺有痰浊者，宜仿费伯雄
术米汤化裁，药用当归、白术、茯苓、苡仁、法夏、陈皮、姜汁等养营健脾化痰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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