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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三个部分，以中医基础理论，包括概述、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诊法、辨证、
治则、中药、方剂为第一部分；以常见内科、妇科、外科病症及肿瘤为第二部分；针灸所治常见病为
第三部分。
全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通俗易懂，便于临床医务人员及爱好中医专业的学生阅读、自学使用，是
一部关于中医基础入门的指导性、实用性很强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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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脏腑　　脏腑学说是研究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
学说。
脏腑学说亦称“脏象”。
所谓“脏”就是指人体的内脏，“象”即象征和形象，也就是指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所反映于
外的征象。
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有一定的解剖学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生理病
理概念，决不能把西医的脏器和中医的脏腑概念等同起来。
　　脏腑学说主要包括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心、肝、脾、肺、肾五脏，胆、胃、小肠、大肠、膀胱、
三焦六腑和脑、脉、骨、髓、胆、女子胞奇恒之腑，以及脏腑所合的皮毛、筋、骨、脉、肉、鼻、口
、目、耳、舌、前后阴等组织器官，以及其之间的关系。
二是脏腑生成的精、气、血、津液等重要物质，以及其的运动特点与脏腑间的关系。
脏和腑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气血津液，气血津液又是通过脏腑的生理活动而化生的。
同时皮肉筋骨以及耳目口鼻等组织器官，又是通过脏腑经络活动而得到气血津液的营养的，所以脏腑
和气血、津液及组织、器官等都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
　　第一节 脏与腑　　脏与腑是五脏六腑的简称。
五脏：即心、肝、脾、肺、肾；六腑：即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
除此以外，还有心包，也属于脏的范围，附属于心。
　　六腑之外，还有“奇恒之府”：即脑、脉、骨、髓、胆、女子胞。
“奇”即不同，“恒”即一般，因为它们既区别于五脏，又不同于六腑，所以称为“奇恒之府”。
但由于它们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与五脏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分别在有关脏腑之内叙述，不另立章
节。
脏腑是化生精气血津液，促进新陈代谢，维持生命活动的主要器官。
脏与腑，主要根据它们功能的不同特点而区分。
五脏是贮藏精血津液的，六腑是主食物的受纳、消化、吸收、传导、排泄的。
因而脏以藏为主，腑以通为用，正如《素问·五脏别论》所说：“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
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
脏与腑是相互配伍的，五脏属里为阴，六腑属表为阳。
　　一、五脏　　（一）心心位于胸中，有心包围护于外。
它的生理功能是主血脉，为人体血液运行的动力。
又主神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1.心主血脉是指心有主司血液在脉管内运行以营养全身的功能。
心是血液运行的动力，脉是血液运行的通路。
血液运行于脉道之中，有赖于心气的推动。
所以《素问·痿论》说：“心主身之血脉。
”心气旺盛，就能使血液在脉道中沿着一定的方向运行不息。
血液是营养机体的主要物质，而心脏是主司血行的主要器官，所以心脏功能的强弱，影响着全身的营
养情况。
因其主血脉，其华在面，所以脉搏和面部的色泽变化，反映了血脉的盈亏变化和心气的盛衰。
如心气旺盛，血脉充盈，则面色红润。
心气不足，血脉空虚，则可现脉搏细弱或节律不整，面少华色。
甚至血行瘀滞，则脉涩不畅，或现结代，面色青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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