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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擅长治疗内科杂病的陈苏生、乔仰先、颜德馨、王翘楚四位中医内科专家。
对各位名医的主要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特色，尤其是名医独特的辨证心得，选方、配伍、用药经验，
疑难杂症诊疗体会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跟师临床部分以先医案后问答的方式体现“跟”和“做”，生动再现了名医的临证思辨过程，使读者
有身临其境、随师侍诊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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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附子的药用剂量和毒性反应关于附子的有效量和极量问题，国内尚无统一规定，有
的本草学上以1.5M为起点，9g为最高量；有的认为可放宽使用到30g以上。
古今以善用附子著名者很多，其用量多少亦不同。
张仲景用生附子1枚，炮附子1枚到3枚，约合今15g至30g、60g不等。
今人多有放胆使用附子者，如四川迁沪之已故能才中医吴佩衡、刘民叔用附子量亦大，一般均在30g以
上。
但亦有畏附子如蛇蝎，唯恐出差错者，即使辨证明确，亦不敢贸然应用，或杯水车薪，用量过小，无
济于事。
因而如何正确掌握使用量，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般主张对症下药，适量而止。
姜春华曾指出，凡属阳虚之证，药证相符，不管生附子、炮附子，经过煎煮以后，皆已除去毒性，提
出应当改变“乌附毒药、非危症不用”的看法。
近人樊天徒指出，慢性病之用附子，固不必用大量，须连续用之，始克奏效。
其用附子经验，强心用9～12g，急性心衰用生附子9g，风湿顽痛用乌头12g。
附子之应用临床，绝大多数是煎剂。
通过久煮多煎方法，可以使附子中所含的生物碱——乌头碱受到破坏，对减毒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避免附子中毒的关键在于证药相符，如能掌握药物相辅相成、相反相抑的配伍组织方法，特别是控制
煎煮时间，则自能进退从心，获奏疗效。
故陈老用附子，首先注意附子炮制的规格（各种炮附子以切开打碎为佳）；其次注意制附子的解毒药
（如干姜、甘草、磁石等）；最后注意煎煮的条件，即用开水先浸后煎，要求宽水（加大煎水量）慢
火熬透（不可急火加热），煎煮时间在2～3小时以上，看剂量的大小而伸缩，然后再加入其他药同煎
。
总之，关键在于宽水慢煎，这样有利于破坏附子所含毒性生物碱而起到安全作用。
此外，对从未服过附子的初诊患者，宜从小量（加解毒药）开始，逐步加量，至显效为度。
有人主张附子煎剂宜待其稍凉后服，趁热服之，常易引起烦躁呕吐；有人主张分两次服。
以观动静，则均为审慎措施，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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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跟名医做临床:内科难病3》：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是一个时代医学成就的典型体现。
中医临床贵在实践，读经典是师法古人，跟名医是师法今人。
上海开埠至今，沪上名医流派之多、人数之广、成就之高一直居于江南乃至全国前列，影响远达海外
。
本丛书通过沪上名医学术继承人的讲述，真实再现名医的临床思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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