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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总论”和“各论”。
“总论”首先明确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辩证法对现代医学的指导意义，应用对“五行”的新认识，分
析机体系统的生理、病理变化，并提出符合系统要求的临床干预方法，即“局部病因病理诊治、整体
病因病理诊治和整体机能状态的治疗，并明确了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明确了“症”、“证”
、“病”的关系，消除了中西医分岐，成功地用”五行辨证“代替了传统的“五脏辨证”，避免了中
西医学在脏腑概念上的混乱。
“各论”
从“临症要点”、“局部病因病理”、“整体病因病理”、“整体机能状态”和“整体护理”五方面
分析了56个内科常见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异常和疾病，验证了“总论”的理论和方法，为全科医学
提供了一种结合中西医学思想和方法临床路径。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中医学整体观和辩证法对医学临症过程的指导。

2、提出了“五行新理论”，并以此观察、分析和干预机体（系统）。

3、提出“五行辨证”，代替传统的“五脏辨证”，并在56个病种得到验证。

4、提出“整体机能状态”的概念，开创临床诊断和干预的又一切入点
5、明确了“症”、“证”、“病”的关系，消除中西医分岐。

6、明确了中医在整体病因病理和整体机能状态诊治中的优势。

7、明确西医学在局部对症诊治中的优势。

8、为全科医生提供了一种“临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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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民坤，浙江嵊泗人，农工党党员。
1988年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中医专业，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宁波市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委员。
就职于宁波市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年著有《行医日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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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
引子
第一章 用系统论的方法认识我们的机体
　一、用系统论分析机体的整体与局部
　二、用系统论认识机体生理
　三、用系统论认识机体病理
　四、用系统论指导诊断
　五、用系统论指导治疗
　
第二章 中医视角中的中西医学
　一、传统中医学为《临症中医视角》提供的理论和方法
　　(一)传统中医学提供了一整套哲学原理——阴阳理论和整体观
　　(二)传统中医学揭示了系统的基本属性——五行学说
　　(三)传统中医学在病因学方面的贡献
　　(四)传统中医学观察并总结了生命现象
　　(五)传统中医学总结了一套体质诊断、观察和调整的方法
　　(六)传统中医学发现并总结了经络现象和经络理论
　　(七)传统中医学观察和归类了自然药物的一般性质
　　(八)传统中医学提供了许多临床技艺
　　(九)传统中医学积累了单方、验方等经验
　二、西医学为《临症中医视角》提供的理论和方法
　　(一)现代科学为医学提供了一整套逻辑推理和分析方法
　　(二)现代科学为医学提供了许多检查手段
　　(三)西医学明晰了很多的机体生理、病理机制和组织解剖结构
　　(四)西医学揭示了许多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五)西医学发现和发明了许多治疗方法
　　(六)西医学提供了许多对症治疗的方法
　
第三章 “中医视角”下的病因病理
　一、外因
　二、内因
　三、病理
　　(一)局部病理
　　(二)整体病理
　四、整体机能状态
　　(一)寒、热、虚、实
　　(二)常见证型
　五、整体机能状态与病因病理的关系
　
第四章 《临症中医视角》的诊断、治疗方法和药物
　一、《临症中医视角》的诊断方法
　二、《临症中医视角》的治疗方法
　　(一)《临症中医视角》的治疗原则
　　(二)《临症中医视角》的治疗策略
　　(三)《临症中医视角》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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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临症中医视角》的药物
　
第五章 《临症中医视角》的各论说明
　一、临症要点
　二、局部病因病理
　三、整体病因病理
　四、整体机能状态
　五、整体护理
　　(一)相关内容说明
　　(二)相同内容说明
第六章 小结
　各论
　症状与体征篇
　发热
　咳嗽
　呼吸困难
　⋯⋯
中医时“待”（后记）
附录一 引用方剂拼音索引
附录二 引用人体穴位拼音索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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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有关五行学说这样的分析和认识，其中的重要观点笔者已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年2期杂志上发表。
我们以后有关五行学说的内容将全部引用这些观点。
那么，这样的五行学说有什么应用？
在我们的《临症中医视角》又将是什么样的作用？
对现代科学条件下的医学研究又会有什么指导意义？
与传统的五行解释又有怎样的联系和不同？
我们先对传统五行应用作一分析。
传统中医学对于五行学说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比类取象。
从自然界的木、火、土、金、水抽象出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并以此类
比各种自然现象，特别是与人体的五脏、五官等相类比，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现象作了广
泛的联系和研究，总结出医学的五行变化，形成了传统中医学的五脏等理论，并以此奠定了传统中医
学的基础，其研究成果指导了几千年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
那么这种研究方法是否科学？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用五行学说进行比类取象其实质就是利用系统之间的相似性。
五行学说研究的是系统，系统具有相似性，即系统都是由“木”、“火”、“土”、“金”、“水”
五行组成。
我们的先人就是利用了这种相似性，进行系统之间的类比，进行物种之间的类比，以此来探寻未知领
域或不可知领域的内部规律、规则和变化。
在古代，人们没有现在的研究仪器和研究方法，更没有现在的实证研究意识，而且受意识形态、社会
伦理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根本不可能对人体进行解剖研究、对照研究、实验研究。
而代之以更多的观察和分析，分析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的规律和关系。
用五行进行类比，指导演绎，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
在医学方面，人们通过观察天地的变化、通过对动物解剖的粗浅认识，进行了五行的类比和演绎，取
得相当的成就，逐渐确立了五行类比方法在医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这样的研究方法看似简单，但是却有其合理和科学之处，它是古人在认识生命系统基本属性的基础上
的一种演绎。
对当今以实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也不无指导意义。
五行学说基于系统，注重系统内部的联系，注重系统与环境的联系，更注重动态的变化，同时，又用
比类取象帮助我们探知、预测未知领域的变化，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关系。
传统中医学的很多内容都建立在这样的类比和演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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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症中医视角:内科常见病辑》《行医日记》作者十年后又一力作，记录一位基层医生的23年全科追
求。
临症过程应该是一个整体思考过程，中医学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理论。
传统中医学的各种诊治手段，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可以更好地发挥效用。
重视中医经验与手段的全科医生，可以提高常见疾病的诊治效率，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
《临症中医视角:内科常见病辑》给出了一条全科医生的临床路径，体现了整体医学思想，适用于各个
医学专科。
但以“临症中医视角”命名更符合我的身份和情感，而且中医学本来就有这样的视；角，这正是它的
伟大之处。
——作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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