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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是继《本草纲目》之后的一部重要本草著作。
赵学敏（约1719～1805），字恕轩，号依吉，乳名利济，钱塘（今杭州）人。
其家中收藏有多种医书，种植多种药材。
他自幼“性好博览”，“间亦涉医”，逐渐对医学产生兴趣，遂放弃科考矢志医学。
积近40年之力，查阅了600余种文献，采访了200余人，并亲自栽种药物，于1765年编成此书初稿。
全书正品716种，属《本草纲目》未载或叙述不清者，附品205种。
从增加新药种类数量而言，可居历代本草之冠。
该书以浙江地区药物为主，也旁及边远地区、沿海、国外的药物。
但由于该书所载多为草药，内容简单，少有论述，对临床医家影响有限。
 （三）临床医学的发展 明清时期，临证医学发展，首推诊断学学术进步。
临床强调问诊，这一时期，李梃首先在《医学入门》中指出：初学医者必先学会问诊，《景岳全书》
将问诊编成《十问歌》。
随着温病学说的形成，临证更重视舌诊，如将白、黄、燥、腻舌苔，作为辨别“寒证、热证、伤津、
湿痰”的重要指征。
脉学方面，注重同类异脉的临床鉴别，在李时珍《濒湖脉学》中，将同类异脉鉴别与脉象主病编成歌
诀；李延星编撰《脉诀汇辨》，以“辨析相类之脉，对举相反之脉”。
此外，在对疾病认识、治疗、预防方面也有明显进步，如王肯堂对癫、痫、狂三病进行了鉴别；张介
宾把卒中以“中风”和外感“中风”区分；沈之问认定麻风是传染病；陈司成认为梅毒由性交传染，
并可影响胎儿；王清任提出“补气活血，活血逐瘀”治则，至今仍有很大的临床实用价值。
 1.内科学在继承中医学理论和前世医家临床经验基础上，以流派争鸣促进中医学术发展。
明代的温补派医家薛己（1488～1558）、张介宾（约1563～1640）、赵献可（16世纪下半叶）等针对刘
完素、朱震亨学术观点，反对以寒凉药太过攻伐肾阳，强调“温补肾阳”于养生和治病的重要性。
清代徐大椿（1693—1771）、陈修园（约1753～1823）则反对温补派学术观点，抨击温补派滥用峻补辛
热药剂，这对纠正滥用温补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内科学发展的另一特点，是有关虚劳证治的研究，并出现了一批相应的专著。
如龚居中著《红炉点雪》（1630），指出“颈项结核，或腹胁痃癖”是痨证将成的征兆。
汪绮石著《理虚元鉴》（约1644）提出治虚劳“三本二统论”。
 “三本”指“肺、脾、肾”，治法应“清肺、调脾、补肾”，施治次序应“先以清金为主，金气主肃
，则以调脾为主，金土咸调，则以补肾善其终”。
“二统”指虚劳“阴虚、阳虚”统归于“肺脾”二脏，对虚劳病因、病机、证治、防护等均有论述。
对后世治疗虚损病证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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