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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胃肠病是最常见、最多见的病类之一，近几十年来由于对病源性胃肠病的有效控制，使得功能性胃肠
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日益突出，现已受到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因对功能性胃肠病的定义和诊断标准存在差异，不利于交流而成立了罗马委员会，拟定了罗马诊断
标准。
又经反复讨论、修改于1999年推出了功能性胃肠病的罗马Ⅱ分类及诊断标准。
2002年世界胃肠大会又发表了胃肠动力性疾病的曼谷新分类，为此类疾病的研究和交流创造了有利条
件。
    功能性胃肠病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尚很年轻，经验不多，专著较少，病因不清，疗效欠佳。
而在中医典籍中有关类似疾病的描述和治疗经验很多。
发掘和发挥中医药治疗功能性胃肠病之作用，肯定能提高疗效而造福于人类。
鉴于此，我们参照罗马Ⅱ分类及诊断标准和曼谷新分类，参考有关著作、论文及科研成果，结合我们
的临床经验，编写了《功能性胃肠病辨证论治》一书，供同道参考。
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以临床应用为中心，突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运用药物、耳穴
贴压、针灸、推拿等方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以提高疗效。
对多数证型都给了几个供选用的方剂，是为了说明只要辨证正确，立法合理，则可用之方剂很多，不
必拘泥于某方、某药，也可自己组方。
但一定要对证，要个性化，要针对具体患者灵活运用，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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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医学有关胃肠生理病理的论述　　中医学所述胃肠与西医学的胃肠有
着类似的生理病理，中医学认为胃居中焦，位于膈下，上接食管，下通小肠。
整个胃体所在部位称为胃脘，上口为贲门即上脘，下口为幽门，即下脘，上下脘之间名中脘。
胃和脾同居中焦，共属于土。
然胃属阳土，脾属阴土，构成表里关系。
胃的主要功能是主受纳，腐熟水谷，其性主降，喜润恶燥，正常情况下饮食物人口，经过食管，容纳
于　　胃，故称胃为“水谷之海”。
容纳于胃中的水谷，经过胃的腐熟消磨，下传于小肠，其精微通过脾的运化，以供养全身，糟粕下行
大肠而排出体外。
脾胃对饮食水谷的消化功能，常称之为“胃气”。
《中藏经》曰：“胃气壮，五脏六腑皆壮也”，由于脾胃有消化饮食、摄取水谷精微以营养全身的重
要作用，故合称脾胃为“后天之本”。
《素问·平人气象论》说：“人以水谷为本”，均强调了脾胃消化功能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临
床上常把“顾护胃气”作为重要的治疗原则。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津液生化之源，其性主升，喜燥恶湿，脾的主要功能是主运化，升清，统摄血液
。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
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这是对脾胃、大肠、小肠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
中医学中脾、胃、大肠、小肠共同构成了人体的消化系统。
此外，肝主疏泄，肝有疏土助运的功能，肝气能助胆汁泄注于胃肠而促进脾胃的消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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