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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之肾，是神奇的！
藏象学说认为，肾为先天之本，阴阳之根，水火之宅，人之性命所系也。
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海，肾主水液，主纳气，主命火，肾上开窍于耳，下开窍于二阴，其华在发
，在体主骨，齿为骨之余，与膀胱相表里，五行中属水，通于冬季。
从现代医学角度视之，中医学肾的功能，广泛涉及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呼
吸系统和血液系统等诸多方面，因而从病理的角度而言，临床上诸多疾病，特别是一些慢性顽固性疾
病在其发生发展到一定阶段，最终皆迁延伤损于先天之本的肾，导致肾之阴阳精气亏虚。
据此之理，中医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从肾虚辨证论治的丰富经验，并形成了中医学领域的
“肾命学派”，其理论与实践现仍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各科。
　　盖肾为先天之本，藏元阴元阳，“五脏之阳非此不能温，五脏之阴非此不能滋”，故诸多疾病从
肾虚论治，乃治病求本之施，并不拘泥于“肾脏系统”疾病。
证之临床实际，西医各科诸多病症，皆可呈现出中医肾虚之证。
特别是一些疑难顽固性疾病，给人类健康带来极大危害，世界医学界近几十年来，对疑难病的流行病
学调查以及对其中若干疾病病因病理的阐述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在治疗上鲜有突破性进展。
中医在此方面，据症、征从肾虚辨证论治却有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系统研究这方面的规律，不仅能丰富中医辨证学的理论，更能为临床开拓、启迪慢性顽固性疾病新的
辨证论治视角和思路，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明代名医张景岳曾说：“医不贵能愈病，而贵能愈难病；病不贵能延医，而贵能延真医。
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难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难病也。
惟其事之难也，斯非常人可知；病之难也，斯非常医所能疗，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后可为非常之事；
必有非常之医，而后可疗非常之病。
”（《景岳全书·传忠录·病家两要说》）在中医学术上有所建树者，不是理论上有所突破，就是在
疑难病的治疗上有独到的新方新法，疗效卓著。
　　医案，案者，按也，有据可查也。
它是宝贵的名医经验库，是临证治疗最真实的记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由于医案均为临证事实，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医案比医学教科书的价值更大。
正如恽铁樵所说：“我国汗牛充栋之医书，其真实价值不在议论而在方药，议论多空谈，药效乃事实
，故选刻医案乃现在切要之图。
”（《清代名医医案大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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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治病求本从肾论》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中医肾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中医学对肾的认识，肾虚病机与发病，肾虚的辨证与治法，论肾
虚为诸虚证之根，论内伤杂病重在治肾，补肾滋阴温阳名方组方的特点，常用补肾中药，肾虚本质的
现代研究及肾本质的科学构想等。
同时，对中医传统所言"肾病主虚无实"之说提出了"异议"。
下篇为从肾虚论治诸病，是《治病求本从肾论》重点。
内容涉及当代专家学者从肾虚论治内科、妇科、男科、儿科、外科、骨伤科、皮肤科及眼耳鼻喉口腔
科66种疾病的证治，而主体是内科疾病，特别是疑难疾病的验案。
采用西医病名编排，其中同一疾病录有多个验案，既体现了中医"同病异证异治"的特点，又汇集了各
名家临床经验之长。
每一疾病分为理论探析与临证验案二项。
前者着重探讨、辨析该病从肾虚论治之理；后者则为验案实录，以冀求理论与实践的连贯性、一致性
。
《治病求本从肾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便于查阅，实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
合及杏林后学选读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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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中医肾的基本理论　一、中医学对肾的认识　　（一）肾的生理功能　　（二）肾与体、华、窍
、志、液、时的关系　　（三）肾与脏腑的关系　二、肾虚病机与发病　　（一）肾的生理病理特点
　　（二）肾虚与脏腑病证　三、肾虚的辨证与治法　　（一）补肾法的源流　　（二）肾虚证的分
类　　（三）肾及相兼虚证　　（四）补肾法的分类　四、论肾虚为诸虚证之根　五、论内伤杂病重
在治肾　六、补肾滋阴温阳名方组方的特点　　（一）滋补肾阴名方组方之特点　　（二）温补肾阳
名方组方之特点　七、常用补肾中药　　（一）补肾填精药　　（二）补益肾气药　　（三）滋补肾
阴药　　（四）温补肾阳药　　（五）固肾涩精缩尿药　八、肾病主虚无实说异　　（一）析肾主虚
无实之源　　（二）肾实证历代医著有论　　（三）肾无实不符合理论规范　　（四）肾实证责之他
脏问题　　（五）肾实病因与证候　　（六）治肾实证的方剂　　（七）治肾泻实的药物　九、肾虚
本质的现代研究　　（一）肾虚与神经内分泌的关系研究　　（二）肾虚与性激素的关系研究　　（
三）肾虚与相关基因的关系研究　十、肾本质的科学构想　　（一）肾藏精与肾小管重吸收功能　　
（二）肾主纳气与肾小管酸碱平衡调节功能　　（三）肾主水与体液调节的关系下篇 从肾虚论治诸病
　一、慢性病毒性肝炎　二、慢性支气管炎　三、阻塞性肺气肿　四、支气管扩张　五、支气管哮喘
　六、慢性萎缩性胃炎　七、溃疡性结肠炎　八、肝硬化　九、高血压病　十、低血压病　十一、冠
心病　十二、脑动脉硬化症　十三、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十四、慢性肾小球肾炎　十五、肾病综合
征　十六、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十七、白细胞减少症　十八、尿崩症　十九、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二十、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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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肾实证历代医著有论　　虽然自宋以来，持“肾无实证”之医家甚多，但历代明言肾有实
证的亦不少，现略举数例以证之。
　　《黄帝内经》中有关肾实证的论述就很多，如《灵枢·本神》：“肾气虚则厥，实则胀。
”认为肾气虚弱，元阳不足，则手足厥冷；肾为胃关，实则开关不利而发生腹胀。
这是“阴盛则内寒”的实寒，而非虚寒证。
《素问·玉机真脏论》说：“愿闻五实、五虚。
歧伯日：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
”“五实”即五脏的邪气实。
二便不通属肾实，王冰注解说：“脉盛，心也；皮热，肺也；腹胀，脾也；前后不通，肾也；闷瞀，
肝也。
”高士宗谓：“肾受邪，故前后不通。
”张志聪注云：“肾开窍于二阴，前后不通，肾气实也。
”《素问·脏气法时论》：“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
、小腹痛、清厥，意不乐。
”此论肾病证候，后句特指其虚，前句所述腹大、胫肿、喘咳等当属实证。
《素问·刺热》：“肾热病者，先腰痛腑酸，苦渴数饮，身热。
热争则项痛而强，腼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
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
”文中肾热病诸证，出现于病初起，为邪热与正气交争，证属实热而非虚热。
“腑寒”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原病篇》中释之为热极生寒。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
”高士宗注解说：“肾脉搏坚而长，则邪实于肾。
”搏坚而长是脉象坚实有力的表现，实热证多见（《内难经选释》）。
腰痛如折，肾脏湿热蕴结及瘀血阻滞均可见。
两者皆属肾实论。
《素问·脏气法时论》日：“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王冰解释说：“苦能补其坚也，咸泻其软也。
”此从治疗学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肾的实证当用咸味药泻之。
若肾无实证，何以经云泻哉。
　　《华氏中藏经》一书，专有“论肾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一章。
其中有谓：“肾者⋯⋯实则烦闷，脐下重，热则口舌干焦小便涩黄，寒则阴中与腰脊俱痛，面黑耳干
而不食，或呕血者是也。
”　　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对肾病的证型有过专门的描述，如其在《水气病脉证并治》中
就载有“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
有水，可下之。
”仲景所云“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即与《素问·玉机真脏论》之五实证中的“前后不通”同义。
　　晋·王叔和在《脉经》中云：“左手关后、尺中阴阳实者，肾实也。
苦恍惚，健忘，目视疏肮，耳聋，怅怅善鸣，刺足少阴经。
”文中还同时列有“肾实”，“肾膀胱俱实”之脉证共六条之多。
　　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肾病候》中说：“肾气盛为志有余，则病腹胀飧泄，体肿喘咳，汗
出憎风，面目黑，小便黄，是为肾气之实也，则宜泻之。
”肾脏邪气盛实，主水无权，水邪泛滥，上凌肺脾。
凌脾则运化失司而腹胀飧泄，凌肺则宣降失职而出现体肿喘咳，面目黑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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