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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9版）：中
医内科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分三章，第一章导言介绍中医内科学的定义、性质和范围，中医内科学术发展源流，中医内科疾
病的分类、命名及特点；第二章阐述中医内科疾病辨证论治思路与原则；第三章为中医内科疾病辨证
论治纲要，分别介绍外感六淫、内生五气、脏腑病证及气血津液的辨治概要。
各论分七章，按肺系、心系、脾胃、肝胆、肾系、气血津液、肢体经络病证顺序排列，介绍53种中医
常见病证。
各个病证分设概述、病因病机、诊查要点、辨证论治、预后转归、预防调护、临证备要、医案举隅、
古代文献精选等栏目。
书末附中医内科学常用方剂，以备查阅。
因中医内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是以脏腑为主导，本教材围绕脏腑辨治划分病证系统，突出中医内科理论
的系统性，对教学、医疗、科研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而气血津液、肢体经络与脏腑密切相关，又具有自身特点，将其另立章节更加符合临床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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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预后转归） 外感咳嗽其病尚浅而易治，但燥与湿二者为病者较为缠绵。
内伤咳嗽多呈反复发作，其病较深，治疗难取速效。
如痰湿咳嗽之部分老年患者，病久肺脾两伤，可出现痰从寒化为饮、病延及肾的转归，表现为寒饮伏
肺或肺气虚寒之痰饮咳喘。
而肺阴亏虚咳嗽，如延误失治，可成为劳损。
部分患者病情逐渐加重，病变由肺、脾、肾累及于心，可演变成为肺胀。
 （预防调护） 对于咳嗽的预防，首应注意气候变化，防寒保暖，饮食不宜甘肥、辛辣及过咸，嗜酒
及吸烟等不良习惯尤当戒除，避免有害气体伤肺。
适当参加体育锻炼，提高机体卫外功能。
平素易于感冒者，可予玉屏风散服用，配合防感冒保健操，面部迎香穴按摩，夜间足三里艾灸等。
若已有感冒要及时诊治，防止影响及肺。
 （临证备要） 1.治疗禁忌：外感咳嗽忌用敛肺、收涩的镇咳药。
误用则致肺气郁遏不得宣畅，不能达邪外出，邪恋不去，反而久咳伤正。
必须采用宣肃肺气、疏散外邪治法，因势利导，邪去则正安。
内伤咳嗽忌用宣肺散邪法。
误用每致耗损阴液，伤及肺气，正气愈虚。
必须注意调护正气，即使虚实夹杂，亦当标本兼顾。
 2.注意审证求因，切勿见咳止咳。
咳嗽是人体祛邪外达的一种病理表现，治疗绝不能单纯见咳止咳，必须按照不同的病因分别处理。
一般说来，咳嗽的轻重可以反映病邪的微甚，但在某些情况下，因正虚不能祛邪外达，咳虽轻微，但
病情却重，应加警惕。
 3.病有治上、治中、治下的区分。
治上者，指治肺，主要是温宣、清肃两法，是直接针对咳嗽主病之脏施治。
治中者，指治脾，即健脾化痰和补脾养肺等法。
健脾化痰适用于痰湿偏盛，标实为主，咳嗽痰多者；补脾养肺适用于脾虚肺弱，脾肺两虚，咳嗽神疲
食少者。
治下指治肾，咳嗽日久，咳而气短，则可考虑用治肾（益肾）的方法。
总之，治脾治肾是通过治疗他脏以达到治肺目的的整体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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