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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社区常见病，从中医药理论基础入手，结合中医预防、临床治疗、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内容。
分别对多种常用的中医适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本书理论严谨、技术规范，图文并茂、实用性强，既是社区医护人员，尤其是中医师临床治疗指导手
册和备查工具书，又可作为培训教材，创建中医示范区提供技术支持。
本书出版旨在为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和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做出努力与贡献。
　　本书在编写中力图做到兼有工具书和教材的双重功能和体例特点，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不
仅可用于社区中医师岗位培训，填补目前这一培训科目教材的空白；也适用于社区中医师、从事社区
卫生服务工作和家庭卫生保健的其他人员作为临床治疗指导手册和备查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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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阴阳的互根　　中医学家称阴阳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阴阳互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和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等论点。
意思是说，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
阳依附于阴，阴依附于阳，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资生、相互依存的关系。
即任何阳的一面或阴的一面，都不能离开另一面而单独存在。
每一方都以另一方为存在条件。
如果没有上、外、白天，也就无法说明下、内、黑夜。
以人体生理来说，功能活动属阳，营养物质（津液、精血等）属阴。
各种营养物质是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有了足够的营养物质，功能活动就表现得旺盛。
另一方面，营养物质的来源，又是依靠内脏的功能活动而吸取的。
　　以上说明二者是相互依傍、存亡与共的，如果没有阴，也就谈不上有阳。
如果独有阴无阳，或者有阳无阴，则势必如《内经》所述：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则一切都归于静止
寂灭了。
　　（三）阴阳的消长　　指阴阳双方在对立互根的基础上是在永恒地运动变化着，不断出现阴消阳
长与阳消阴长的现象，这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例如：四季气候变化，从冬到春、夏，由寒逐渐变热，是一个阴消阳长的过程；由夏到秋、冬，由热
逐渐变寒，又是一个阳消阴长的过程。
由于四季气候阴阳消长，所以才有寒热温凉的变化。
万物才能生长收藏。
如果气候失去了常度，出现了反常变化，就会产生灾害。
　　临床上常常以阴阳偏盛偏衰（即阴阳消长）来说明临床的不同证候。
例如，寒属阴、阴盛则见寒证，如受冷后出现的胃寒腹痛、腹泻等；热属阳、阳盛则见热证，如一般
的急性肺炎、有高热口渴、皮肤红等急性热病症状。
有些虚弱的病症，其发病机制不是因为阴或阳的偏盛，而是因为偏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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