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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整理《内经》有关人体生理、病理和各种疾病辩证、预防、治疗、处方、用针的学术思想，
着重介绍《内经》辩证思维方法在现代中医各科的临床应用和指导作用。
分列《内经》理论体系形成及其研究方法、《内经》藏象理论、经络学说、体质学说、运气学说、病
因病机理论、诊法理论、法则治法理论、《内经》十三方与中医现代临床等部分，并就《内经》有关
感冒、咳证、喘证、喘鸣、饮证、汉证、血证、心悸、胸痹、厥心病、真心痛、不寐、多眠、厥狂、
痫证、胃痛、噎膈、呕、哕、泄泻、痢疾、腹痛、便秘、胁痛、黄疸、积聚、鼓胀、头痛、眩晕、中
风、偏枯、薄厥、大厥、风痱、颤证、痉证、肾风、水肿、淋证、癃闭、关格、遗精、阳痿、消渴病
、内伤发热、虚劳、腰痛，痹症、痿症以及外科疮疡痤痱、妇科经带胎产病症、眼耳鼻喉口腔病证等
的认识及对中医现代临床的气势，作了系统总结。
全书突出“古为今用”和“学以致用”的精神，注重实用，注意介绍《内经》中医临床研究最新成果
。
本书可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者、《内经》研究者和学者参考。
本书可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者、《内经》研究者和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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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进喜（1965-），男，河北省人。
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医内科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内科内分泌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学会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医杂志》特约
编审、《糖尿病之友》杂志编委。

    主要从事中医内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领域为中医内科肾病和糖尿病，重要研究方向为中
医药防治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尤其致力于中医药保护肾功能和中医药防治糖尿病肾病的研究。
曾参与或主持国家“九五”攻关课题、国家科技部新药基金课题、国家教委博士学科点课题和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课题等项目的研究工作，科研成果《疏利少阳标本同治治疗慢性肾炎的研究》获天津市科
技进步三等奖，《止消通脉饮治疗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止消通脉宁治疗糖尿病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现主持国家“十五”攻关重大疾病课题“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防治优化方案研究”项目。
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三等奖获得者。
曾发表论文、译文60余篇，著有《古方妙用》、《糖尿病防治与调养》、《肾炎病防治与调养》、《
疼痛性疾病现代中医治疗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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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内经》理论体系形成及其研究方法  第一节  《内经》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  第二节  学习和研
究《内经》的方法第二章  《内经》藏象理论与中医现代临床第三章  《内经》经络学说与中医现代临
床第四章  《内经》体质学说与中医现代临床  第一节  《内经》论体质发病、分类及其治疗宜忌  第二
节  《内经》五行体质分类与中医现代临床  第三节  《内经》阴阳体质分类与中医现代临床第五章  《
内经》运气学说与中医现代临床  第一节  五运  第二节  六气  第三节  运气学说的实际价值第六章  《内
经》病因病机理论与中医现代临床  第一节  《内经》病因病机理论概要  第二节  《内经》病因论与中
医现代临床  第三节  《内经》病机理论与中医现代临床第七章  《内经》诊法理论与中医现代临床  第
一节  望诊  第二节  闻诊  第三节  问诊  第四节  切诊第八章  《内经》治则治法理论与中医现代临床  第
一节  强调治病求本  第二节  重视顾护正气  第三节  强调以平为期  第四节  重视标本缓急  第五节  强调
因势利导  第六节  提倡异法方宜  第七节  制方讲究君臣佐使与五脏苦欲补泄  第八节  重视防治结合，
寓防于治第九章  《内经》十三方与中医现代临床第十章  《内经》病证论治与中医现代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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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内经》理论体系形威及其研究方法　　第一节　《内经》理论体系形成饷基础　　《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有学者认为成书于战国，或认为成书于
西汉，或认为成书于东汉，但从书中内容来看，既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又有秦汉甚至以后的，基本反
映出了中医学在春秋战国到秦汉这一时期的实际水平，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其实，也正因为书中所论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书中才可能存在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
　　应该指出的是，《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有客观基础的。
其理论形成基础包括了古人对人体解剖基本的了解、个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医疗实践经验的长
期积累等。
同时也受到了古代哲学思想如精气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的重大影响。
这种在哲学思想指导下而进行的由外知内的思维特点，是古代生产力发展实际情况决定的，也是中医
学理论和实践的特色所在。
如《内经》以古代哲学思想“精气说”为基础，提出了中医学“气”的概念和气化理论，《素问·六
节藏象论》所谓“气合而成形，因变以正名”，《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谓“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
降息则气立孤危。
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
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
”处处体现着中医学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唯物观。
《内经》将阴阳学说引入医学领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
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即今所谓“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矛盾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是一切运
动变化的源动力。
足见《内经》对阴阳运动的重视。
事实上《内经》的阴阳观念，包括人体脏腑阴阳、三阴三阳与六经、阴阳虚实、阴证阳证、阴脉阳脉
等，涉及人体生理、病理、辨证、治疗的各个方面，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内经》所谓“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充分体现了《内经》对平衡阴阳治疗原则的重视。
再如五行学说被引进医学领域之后，也被赋予特殊的具体的内涵，成为构成藏象学说的基础。
与木火土金水相对应，有肝、心、脾、肺、肾五脏，有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六腑。
生理情况下，五脏六腑各有其功能，相互联系；病理情况下，五脏六腑疾病又可以互相转化。
总之，五脏六腑之间的生克制化，维持着人体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表现出《内经》所谓“亢为害，
承乃制”的局面。
其实，也正因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有其客观基础，理论来源于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并经过了
长期医疗实践的验证，才决定了其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可以指导临床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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