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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作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慢性病和其他一些健康问题在生活中越来越普遍
，高血压、糖尿病、失眠、脾胃病等困扰着数以千万计的人们。
在这些疾病或健康问题面前，中医日益显示出它的优势，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中获得了极好效果，在另
一些情况下与西医结合，成为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诊疗部分。
相应地，大量有关慢性病的中医治疗与保健图书陆续面世。
这种情况无疑为广大患者和有关医务人员提供了便利条件，拓宽了患者和医师的治疗选择，也促进了
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发展。
但是，总的来看，目前市面常见的此类书，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缺憾，主要是中西医对比与结合的阐述
不够，简单罗列中医验方而不做解析，虽有大量医案却无原则性的用药指导等。
这些问题，往往导致读者对内容理解似是而非，有些问题甚至越看越糊涂，或者盲目地就此偏废中医
或偏废西医。
鉴于此，我们经过深入研究，组织编著了这套“对证自疗”丛书。
以往出版的有关慢性病的图书，大多是单纯的西医诊疗技术或中医验方罗列，而本丛书则加强了中西
医对比与结合的内容。
细致地讲解了西医怎样看待疾病以及怎样通过药物或其他疗法进行治疗；中医如何看待同一个疾病以
及怎样治疗，两者有什么区别，如何选择，如何结合运用。
以往常见的慢性病图书中，虽然罗列很多验方验案，但是医家为什么这样用药，对于此种疾病可以将
哪种方药作为基础进行加减运用，应当注意哪些事项，大多没有详细阐述。
本丛书就以上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编著，并力求给予解决，特别增加专门论述西医常见诊疗方法、如何
选择中医西医、具体病证的中医指导性方药、名医临证心得（具体病证与具体方药的使用心得）、分
型验案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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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西医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常见诊疗方法、如何选择中西医、咳喘病的中医诊疗、名医临证心
得、分型验案等。
本书前3章细致讲解了西医怎样看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怎样通过药物或其他疗法进行治疗；中医如何
看待，中医西医治疗有什么区别。
后3章，全面收集咳嗽、哮喘的中医证型和名家治疗心得、临床医案，体现了中医学对咳嗽、哮喘的
临床治疗特色。
本书不仅适合咳嗽、哮喘等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自我医疗，也可作为基层医护人员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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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呼吸系统疾病与其他系统疾病一样，详细的病史和体格检查是诊断的基础。
x线检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应结合常规化验和其他检查，进行全面而综合分析，力求作出病因、解剖、病理和功能的诊断。
1.病史  了解是否有肺部毒性物质的接触史，如有无各种有机和无机粉尘、发霉干草、空调机等接触史
；询问吸烟史、生吃螃蟹或刺蛄史；有无使用可致肺部病变的药物史，如博来霉素、胺碘酮可致肺纤
维化，B-肾上腺素能阻断药可致支气管痉挛，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可引起呼吸肌肌力降低等；支气管哮
喘、肺泡微石症等可有家族史。
2.常见症状  呼吸系统的常见症状有咳嗽、咳痰、咯血、呼吸困难和胸痛等。
这些症状虽无特异性，但仍各有特点，通过仔细询问和分析可作为诊断的重要线索。
（1）咳嗽：急起干咳常为上呼吸道炎症，伴有发热、声嘶者，常为急性病毒性咽、喉、气管和支气
管炎；缓起的刺激性咳嗽可能为支气管阻塞、狭窄；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多在寒冷季节发作，
气候转暖后缓解；体位改变时咳嗽加剧，常见于肺脓肿和支气管扩张；高音调的咳嗽，常为肿瘤阻塞
支气管；夜间阵发性咳嗽多见于左心衰竭。
（2）咳痰：分析痰的性状、数量、气味、颜色及其伴随症状，对诊断有一定帮助。
慢性支气管炎病人，咳白色泡沫痰或黏液痰，急性感染时为脓性痰；肺脓肿和支气管扩张者，常咳大
量脓性泡沫痰；急起发热，咳嗽，铁锈色痰，为肺炎球菌肺炎的特征；肺水肿时咳粉红色泡沫痰；肺
阿米巴病时痰呈咖啡色；肺吸虫病人痰呈果酱色；咳棕红色胶胨状痰提示克雷伯杆菌感染；臭痰提示
某些厌氧菌感染；畏寒、发热，数日后咳出大量脓臭痰，多为原发性肺脓肿；年龄在40岁以上，长期
吸烟者，出现刺激性咳嗽、血痰、胸痛时，应注意支气管肺癌的可能；痰量增减，分别反映感染加剧
和缓解，但是，痰量突然减少，且体温升高者：可能为支气管引流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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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咳喘对证自疗》：以往出版的有关慢性病的图书，大多是单纯的西医诊疗技术或中医验方罗列，而
本丛书则加强了中西医对比与结合的内容。
细致地讲解了西医怎样看待疾病以及怎样通过药物或其他疗法进行治疗：中医如何看待同一个疾病以
及怎样治疗，两者有什么区别，如何选择，如何结合运用。
了解中医常识，看懂中医处方!了解中医诊疗模式，给自己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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