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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论选读》的《伤寒论》原文，以明·赵开美复刻本《伤寒论》为蓝本，并参照刘渡舟教授等点
校的《伤寒论校注》本(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本教材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其中，“总论”为全书的概括性论述，阐述《伤寒论》成书的历史背景、产生与沿革、学术渊源与成
就等，对《伤寒论》的学习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
“各论”共列八章，自“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至“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为本教材的主体
。
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与理解，原文依证归类，按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分类编写。
本书由王庆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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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桃核承气汤与调胃承气汤均用了大黄、芒硝、炙甘草，但桃核承气汤中芒硝用量仅为调胃
承气汤中芒硝用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加入了桃仁与桂枝。
因此，调胃承气汤主要功能为泻热通便，桃核承气汤以泻血热，散血结为主，重在活血祛瘀，二方作
用侧重点不同。
 （辨治要点） 病机：血热互结于下焦。
 主症：少腹急结，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或发热，以午后或夜间为甚，舌红苔黄或有瘀斑，脉沉涩。
 治法：泻下瘀热。
方用桃核承气汤。
 （方义）桃核承气汤由桃仁、桂枝、大黄、芒硝、炙甘草五药组成。
方中桃仁活血化瘀为主药；桂枝温通经脉，辛散血结，助桃仁活血；大黄苦寒清泻热邪，祛瘀生新；
芒硝咸寒，软坚散结；炙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合用为泻热逐瘀轻剂。
本方应在空腹时服用，因本证病位在下焦，先服药后进食，有利于药达病所。
 关于本方的煎服法，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先煎诸药，后下芒硝；二是饭前服用，即所谓“先食温服
”；三是每次五合，每日三次，其每次服用量仅为每次煎出量的五分之一，可谓是小量服用。
 （研究进展）现代临床用本方治疗周期性精神分裂症、脑外伤后遗症、缺血性脑中风、慢性肾炎、慢
性盆腔炎、糖尿病、高脂血症、前列腺炎等，以少腹急结，神志改变，小便自利，舌质紫暗或有瘀斑
为辨证要点。
 药理研究发现，本方可明显抑制家兔体外血栓形成和抑制血小板聚集功能，有降低糖尿病患者空腹血
糖和改善微循环的功效，还有抗惊厥和改善脑缺氧的作用。
 （医案选录）沈石顽之妹，年未二十，体颇赢弱。
一日出外市物，骤受惊吓，归即发狂，逢人乱殴，力大无穷。
石顽亦被击伤腰部，因不能起。
数日后，乃邀余诊。
病已七八日矣，狂仍如故。
石顽扶伤出见。
问之，方知病者经事二月未行。
遂乘睡人室诊察，脉沉紧，少腹似胀。
因出谓石顽日，此蓄血证也，下之可愈。
遂疏桃核承气汤与之。
桃仁30g，生军15g，芒硝6g，炙甘草6g，桂枝6g，枳实9g。
翌日问之，知服后下黑血甚多，狂止，体亦不疲，且能啜粥，见人羞避不出。
乃书一善后之方与之，不复再诊。
（曹颖甫，经方实验录，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2.抵当汤证 （原文）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
，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鞭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
所以然者，以太陽随经，瘀热在裹故也，抵当湯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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