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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而脾胃学说则是其中之瑰宝，光彩夺目
。
其起始于《内经》，创立于东垣，又经历代医家的不断发展、完善，脾胃学说在中医界已形成一个著
名的学术流派。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广泛地开展了对脾胃学说的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脾胃学说的学术内容。
脾胃学说经过实践检验，已被证明不仅是阐明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机制的中心环节，而且也是临床治
疗学的理论依据；不仅在消化系统疾病防治方面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在临床各科疾病防治中也得到
广泛的应用。
　　面对21世纪生命科学的到来，为了满足广大患者希望直接得到高水平医师诊疗的需求，中医药工
作者面临严峻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脾胃病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越来越受到医学界和广大患者的关注；而另一方面随着疾
病谱的变化，中医书籍多未论及，如免疫性疾病（艾滋病等）、遗传疾病、内分泌疾病等。
而许多临床专家在中医脾胃病临床研究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又缺乏系统整理，致使广大临床医师查
阅及学习颇感不便，所以系统总结脾胃学术，荟萃临床专家的诊治精华，集中展现脾胃病中医诊疗的
最先进水平，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完成医、教、研任务的同时，齐心协力，秉烛伏案，数易其稿，共同编写
了这本《新脾胃论》。
　　《脾胃论》系统阐述了脾胃学说理论及其临床运用，是金元大家李杲的名著，功在千古。
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后学又在李氏的基础上，颇多新知，加之疾病谱的变化，科技的发展，
急需再度总结，再度深化，故《新脾胃论》应运而生。
《新脾胃论》新在：着重论述了李呆以后历代医家对脾胃学说的新见解；积极吸取现代科技和中西医
最新研究成果，一切从临床诊疗实际出发，推出60余个方证，其中经方仍保留原著之份量，公开近20
个经验秘方，收集现代临床最新常用中成药160多个，强调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第一要务，力求反映当代
脾胃病中医临床诊治最高水平；在体例上采用辨病与方证论治相结合，在下篇以西医病名为纲，以增
加中西医之间的亲和力和广大患者的认知度。
　　每个疾病内容包括辨病、鉴别诊断、方证论治、其他治疗、临床心得、疗效评定标准、典型病例
等部分，力求与临床医师的临证思维和实际操作相吻合，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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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脾胃论》系统阐述了脾胃学说理论及其临床运用，是金元大家李杲的名著，功在千古。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后学又在李氏的基础上，颇多新知，加之疾病谱的变化，科技的发展，急需再
度总结，再度深化，故《新脾胃论》应运而生。
《新脾胃论》新在：着重论述了李杲以后历代医家对脾胃学说的新见解；积极吸取现代科技和中西医
最新研究成果，强调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第一要务；一切从临床诊疗实际出发，力求反映当代脾胃系疾
病中医临床诊治最高水平。
  　本书分上、中、下3篇，共15章。
上篇论述脾胃学说的形成、发展及其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中篇论述“方证论治”的意义、内容及方
法；下篇论述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本书以西医病名为纲，以辨病、鉴别诊断、方证论治、临床心得等为目。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本书融古通今，不仅着眼于广度，充分反应脾胃学说的完整性，而且在深度上也努力反映脾胃学
说的丰富内容，既保持了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又反映了脾胃学说的现代研究进展，融系统性、实用性
、时代性、权威性为一体，实为一本不可多得的脾胃理论专著。
  　本书主要读者是中医院校的师生和中西医临床医师以及从事中医专科专病临床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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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坤教授，男，汉族，山西和顺县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196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在校深得名师任应秋、董建华、王绵之、刘渡舟、焦树德等教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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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及其机制探讨附录3  消化病中医临床症状分级量化表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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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邓铁涛，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现代著名中医学家，博士研究生导师。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届药品评审委员
会委员，中华医史学会委员，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等职。
两度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
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载人世界名人录。
1993年荣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
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973”计划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专项）首席科学家等职。
　　邓铁涛教授学验俱丰，对中医理论有较深造诣，对五脏相关学说、伤寒与温病之关系、中医诊法
与辨证、中医教育思想等进行了研究。
　　邓铁涛教授重要著作及获奖项目有：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参与主编《中医大辞典》
，1997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础研究二等奖；主编《邓铁涛医集》等专著20多部。
　　邓铁涛教授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的论文、医话、医案等100多篇。
　　邓铁涛教授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
所谓“五脏相关学说”，就是指在人体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
、筋、脉、肉、五官七窍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五个脏腑系统。
在生理情况下，本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人体大系统之间、脏腑系统
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横向、纵向和交叉的多维联系，相互促进与制约，以发挥不同的功能，
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在病理情况下，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
简而言之日“五脏相关”。
　　五脏相关学说的提出，突出了以五脏为核心的五个功能活动系统，通过五个功能活动系统的内在
联系，及其五者相互间的生克调控，反映了人体生理病理功能活动规律，使中医学的整体系统观念得
以充实和深化，并成为辨证论治的重要基础，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人体以五脏为核心，以五脏相互间的生理病理联系为疾病发生发展及表现的内在基础，每一种疾病是
五脏相关的局部体现。
　。
　　邓铁涛教授认为，心、肝、脾、肺、肾五脏与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肤、筋、脉、肉、五官七
窍等组织器官构成了人体五大脏腑系统。
在生理条件下，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横
向、纵向和交叉的多维联系，相互促进与制约，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在病理条
件下，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
脾为中医五脏之一，与胃、肠、口、肉等共同构成了人体的脾脏系统，执中央运四旁，脾与他脏的关
系是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医脾胃学说即以脾脏为中心，从生理和病理两方面论述脾、胃与其他脏腑、脾胃与人体器官组织、
脾胃与外界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
　　赵益业等研究认为，五脏相关的物质基础是神经内分泌网络，相关的实质是网络内的相互作用和
联系。
邓铁涛教授一向重视脾胃在人体功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以“脾胃虚损五脏相关”为理论指导治疗重
症肌无力，从“肝病实脾五脏相关”理论出发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从“脾胃为主五脏相关”治疗
慢性胃炎及胃、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
同样，冠心病的病位在心，病变为心脏、血脉气血阴阳失调，痰瘀痹阻，而与其他四脏生理病理及病
证的密切相关是从五脏相关学说论治冠心病的基础，其中，脾胃与冠心病的发病、病证及治疗尤其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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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继金元大家李果的《脾胃论》之后，历代医家不断完善创新；加之疾病谱的变化、现代诊疗科技
的发展，脾胃学说积极汲取现代中西医最新研究成果，亟待再度总结、深化。
故《新脾胃论》应运而生，力求反映当代脾胃疾病中医临床诊治最高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特
色。
内容新颖：着重介绍了脾胃学说的新见解和中西医最新研究成果，一切从临床诊疗实际出发，总结60
余个方证，公开近20个经验秘方，收集现代临床最新常用中成药160余个融古通今：纳百家之言，集古
今之长；广度与深度兼顾，理论和实践结合；　　论述系统、权威详尽实用：理法方药，丝丝入扣；
辨病、辨证与医案紧密结合；融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一体，侧重于临床运用，强调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第
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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