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辩证论治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医辩证论治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1210354

10位ISBN编号：7811210355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原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作者：方肇勤

页数：1164

字数：185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辩证论治学>>

内容概要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优势和特色，更是其灵魂和核心，至今仍在中医临证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且影响远播世界各地。
辨证论治的“辨证”，是指通过望、闻、问、切四诊，采集患者有关病证的信息，依据中医理论，辨
别其证候；“论治”是确立理、法、方、药和针灸、推拿、手术等疗法，实施治疗。
    辨证论治集中代表了中医防病治病的基本原则，千百年来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记载；在我国医疗环境
发生了根本改变的今天，病证结合成为临床的主要模式，广大中医师主动适应这样的变化，开展了积
极的探索，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容，书写了新的篇章；在辨证论治机制探索、发展和提高方面，实验
研究被主动引入，并构成了近50年来国家和地方对中医基础研究的主要投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经验，同时也获得了不少教训。
及时对其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将有助于辨证论治的继承、发展与提高；而中医师、中
药师、中医药教学和研发人员、中医学生对辨证论治的了解，准确掌握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对于拓展
思路、提高辨证论治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我们在全面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本书，分“辨证论治学术源流与精粹”、“辨证论
治实验研究与发展”，以及“常见病证的辨证论治”三篇，对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与刻画，集理论性、实用性于一体，使本书成为一本有关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提高的专著。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初步掌握了中医理论基础知识的学生、教师、医生、药师和研发人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辩证论治学>>

书籍目录

上篇  辨证论治学术源流与精粹　总论  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源流　　  第1节  概论　　  第2节  中医学对
疾病的认识与发展　　  第3节  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第4节  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　　  第5
节  诊法　　  第6节  辨证的基本方法流程与标准　　  第7节  常用辨证论治方法　　  第8节  论治　　  
第9节  疾病预防　各论　　第一章  秦汉魏晋隋唐时期　　  第1节  五十二病方　　  第2节  黄帝内经素
问　　  第3节  黄帝内经灵枢　　  第4节  神农本草经　　  第5节  黄帝八十一难经　　  第6节  伤寒论　
　  第7节  金匮要略　　  第8节  中藏经　　  第9节  脉经　　  第10节  针灸甲乙经　　  第11节  肘后备急
方　　  第12节  集验方　　  第13节  诸病源候论　　  第14节  备急千金要方　　  第15节  新修本草　　 
第16节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第17节  经效产宝　　  第18节  颅囟经　　第二章  宋金元时期　　  
第19节  太平圣惠方　　  第20节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第21节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第22
节  小儿药证直诀　　  第23节  圣济总录　　  第24节  普济本事方　　  第25节  伤寒明理论　　  第26节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第27节  杨氏家藏方　　  第28节  素问玄机原病式　　  第29节  针灸资生经　　
 第30节  儒门事亲  ⋯⋯　　第三章  明时期　　第四章  清时期中篇  辩证论治实验研究与发展　总论  
辩证论治实验研究进展　各论　　第一章  常见证候辩证论治基础研究　　第二章  常见疾病辩证论治
基础研究下篇  常见病症的辩证论治　总论  中医临床常见病辩证论治的现状和发展　各论　　第一章  
心血管理病症　　第二章  胃肠病症　　第三章  肝胆胰病症　　第四章  肺部病症　　第五章  能与泌
尿系统病症　　第六章  造血系统病症　　第七章  内分泌系统病症　　第八章  神经精神系统病症　　
第九章  感染性疾病　　第十章  代谢性病症　　第十一章  外科皮肤科疾病　　第十二章  骨科疾病　
　第十三章  妇科疾病　　第十四章  儿科疾病　　第十五章  五官科疾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辩证论治学>>

章节摘录

　　上篇 辨证论治学术源流与精粹　　总论 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源流　　第1节 概论　　一、目的、
原则和方法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对此学术界是普遍认同的。
但是，不少学者，包括一些中医，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辨证论治整体学术内容的不熟悉，不甚了解，
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夸大其作用，或讲辨证论治言必《内经》、《伤寒》，只讲辨证不讲辨病，
以偏概全；或相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一些中医临证甚至不能准确运用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思路狭窄，生搬硬套。
我们最近检索VIP数据库，近十余年来，有关《新修本草》文献仅20篇、《圣济总录》7篇、《普济本
事方》3篇、《太平圣惠方》l0篇，唯《本草纲目》多些，达235篇，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当代中医界
对历代原著的研读不够重视。
　　为此，对两千年来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准确定义，刻画其丰富多彩的学术
内容，反映辨证论治发展的历史和学术沿革，包括一些重大学术分歧，对于普及和发展中医的辨证论
治，是一桩十分紧迫的理论研究工作。
　　当我们着手该项研究后，深感其艰巨和困难！
首先，历代辨证论治文献汗牛充栋，不同学科自成体系，学术内容十分庞杂，整理归纳，势难周全，
挂一漏万，难为全书。
其次，研究工程巨大，参与者多，不同研究人员见仁见智，难免出现取舍的重复和遗漏。
再次，对初步整理出来的历代文献的归类整理更难，例如一句话、一段文字，往往会涉及不同层面，
分而描述，则会造成重复、冗长，归于此或归于彼，难以决断；若纯粹按照年代先后叙述，则必然重
叠交错、杂乱无章，学术发展和理论体系的秩序会被打乱，难以卒读。
　　权衡再三，我们确立以下思路，设“总论”与“各论”。
　　“总论”尝试对两千年来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刻画其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
，反映其学术发展的源流、大概体系、常见方法，以便启迪思路、拓宽视野，并作为各论的导读。
　　“各论”选择历代具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广的医著110部，按照年代先后次序，在细致研读原著的基
础上，重点关注有关辨证论治的方法、特点、贡献与具体运用，并选摘部分精彩原文，加以按语。
以便读者在短时间内可以便捷地了解该著有关辨证论治的学术精华和原貌，以及两千年来辨证论治学
术发展的沿革，提高效率。
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查阅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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