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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卷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卷1992第一版（以下简称
第一版）基础上，为满足读者需求，适应市场需要而修订重编的单卷本中医专业百科全书。
　　修订版依据增加实用性、检索性和综合性原则，对第一版进行调整和更新。
　　一、书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改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
相应地，概观性文章由“中国传统医学”改为“中医学”。
　　二、全书150万字。
共收条目822个，包括实条739个、参见条83个。
其中保留第一版条目609个（第一版有1082个条目），新增条目213个。
　　三、对条目及其内容作了调整、更新。
　　四、图片按照进一步加强知识性、典型性、艺术性同时，增加实用性、综合性的要求，进行调整
、更新。
　　五、“常用中药表”和“常用方剂表”（共含36个小表）原分散在正文中，为便于读者检索，增
加实用性，修订版集中在一起，放在正文最后。
“历代主要医家表”和“历代重要中医著作表”，是这次新增的。
　　六、条目分类目录、条目汉字笔画索引、条目外文索引、内容索引都进行了重新制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大百科全书>>

书籍目录

前言出版说明凡例中医学条目分类目录彩图插页目录彩图插页正文常用中药表常用方剂表中医学大事
年表历代主要医家表历代重要中医著作表条目汉字笔画索引条目外文索引（INDEXOFARTICLES）内
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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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对症治疗、辨病论治的关系 辨证论治既不同于对症治疗，也与辨病论治有别。
对症治疗中的“症”指症状和体征，即患者自身觉察到的各种异常感觉，或由医生所感知的某些体征
。
如头痛、咳嗽、发热、呕吐等。
对症治疗是以症状和体征为主要目标而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
而辨证论治中的“证”是对机体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或某类型病机的概括。
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
因而它能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反映疾病的本质。
疾病通常是从总的方面反映人体机能或形态异常变化或病理状态的诊断学概念。
因此，“病”是对某种疾病发展变化全过程的综合概括，而这种过程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比较规
则的演变轨迹，且在其演化发展过程中又可表现为若干相应的证。
如肺痈是对风热壅滞于肺，热壅血瘀，蕴毒成脓而成痈这一病变过程的综合概括。
在肺痈的病变过程中，随病情的发展和转归，又可分为几个阶段，表现为相应的证：初期风热外袭，
热伤肺气，邪束卫表，病在肺卫；成痈期邪热内郁于肺，热伤血脉，热壅血瘀，蕴酿成痈；溃脓期血
脉阻滞，热盛肉腐，血败成脓；若邪气渐退，正气渐复，则为恢复期。
所谓辨病论治正是注重于病，注重于病的发展演变规律。
但这种方法针对患者个体差异性不够；而证的确定考虑到患者年龄、性别、体质强弱、饮食善恶、精
神情志、天时气候、地域环境、新病宿疾、对治疗的反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恰好弥补了辨病论治的
不足。
总之，辨证论治、对症治疗、辨病论治三者既有严格区别，又有密切联系。
临床诊疗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三者关系，在分析症状的基础上认识疾病和辨证，治疗宜辨证论治与辨病
论治相结合，对症治疗仅作为补充。
这样既可把握疾病的发展规律，又可抓住由于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所导致的疾病过程中所表现的不同
的证。
　　简史 辨证论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内经》，书中记载了许多中医证候的名称及其临床
表现，如《素问·太阴阳明论》指出，脾气虚可表现为四肢无力，并可累及其他脏腑；《灵枢·本神
》具体描述了五脏气虚等证候的临床表现，并指出要审察五脏为病的外在表现，判断气之虚实，据此
而决定治疗方法。
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19条，从脏腑病位、病因、病性等方面阐述了不同临床表现的病机
归属，并提示了治疗原则。
《内经》虽然没有形成辨证论治体系，但其中有关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生理病理的理论，六淫、七
情、饮食、劳倦等病因学说，邪正斗争、气机升降、阴阳失调的病机学说，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的诊断方法，以及治疗与组方用药的基本原则等，已为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至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首先较为明确地提
出了辨证论治的概念，并创立了比较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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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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