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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种间体质差异与中医疗法之运用》立足于促进中医服务于人类健康、推动中医走向世界的视
角，基于对中医科学和学科属性的辩证认识，根据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防治原则，运用并发展
中医体质学的理论和观点，以理论与病案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讨论了人种间体质差异对中医方剂疗
法（包括中成药治疗）、针刺疗法、艾灸疗法、拔罐疗法以及推拿按摩疗法的影响。
《人种间体质差异与中医疗法之运用》有益于中医理论的完善、深化中医体质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中
医医者在为不同人种之人提供医疗服务时产生更好的效果、开拓中医临床的辨体论治领域。
对于中医学教师和研究生、科研工作者以及广大中医医护人员，特别是在国外行医的中医医护人员，
《人种间体质差异与中医疗法之运用》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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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艳（1965.7—），河南新郑人，副主任中医师。
自幼随父习医，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
执业廿五载（其中，在英国执业四年多），深谙望闻问切，精通中医各种疗法（特别是针药并用），
善于双穴同时进针，擅长诊治中医内科疑难杂病、一体多病和综合征。
出版医学专著一部，在World Journa/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中国针灸》、《中华中医药杂志》
、《中医研究》、《中医临床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获厅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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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一、中医学的发展二、中医学的学科属性第三节 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一、整体系统理论二、辨证论
治理论第四节 中医学的主要基本学说一、阴阳学说二、经络学说第五节 中医学的防治原则一、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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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二、中医体质分类的方法三、我国居民的中医体质分类四、不同人种之间的中医体质差异第四章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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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可变性四、体质的地域趋同性五、体质的多样性六、体质的后天可调性第二节 辨识体质一、辨体
的内容二、辨体的原则第三节 体质病理一、体质与发病二、体质与疾病的演变三、特禀体质第五章 
基于辨体的辨证论治第一节 辨体与辨证（病）⋯⋯第六章 人种间体质差异对方剂疗法的影响第七章 
人种间体质差异对针刺疗法的影响第八章 人种间体质差异对艾灸疗法的影响第九章 人种间体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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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辨证论治是辨病论证的基础　　在中医理论的发展及其临床运用的过程中，病、证（候）
、症等概念的混同由来已久，时有通用，如“证”作“病”用，“证”、“症”通用，“证”区别于
“病”与“症”而用。
现代医学中也存在有类似情况。
这客观上反映了人类对疾病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
本书在下列意义上使用“证”、“症”和“病”：①“证”是指证（候）；②“症”是指广义上的症
状，既包括狭义的症状（即患者主观感受到的异常或者不适），也包括体征（即医者客观检查到的病
态表现）；③“证”和“症”通用；④“病”是指中医学上的病，包括了达到现代医学疾病的诊断标
准的疾病状态以及未达到诊断标准的亚健康状态；⑤当有狭义的症状但却未能检查出病理形态改变和
实验室检查的异常时，狭义的症状就成为疾病的唯一表现。
　　关于证（症）和病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是医者基于对病人（患者）的各种证（症）的观察
，对大量而丰富的临床经验进行总结，针对具有某一（些）证（症）群的人，提出了有关病名，总结
出了其主要症状。
对于那些业经确定病名并已探索出（较）成熟治疗方案的疾病，主张辨病论治，而对于具有某（些）
证（候）但尚未探索出（较）成熟治疗方案的人，仍然辨证论治。
也就是说，经过长期或有效的丰富临床或实验总结，医者一旦发现对辨证论治过的某类证（候）群已
经形成一种（较）成熟的治疗方案，就会将该类证（候）群根据主要症状而将之定名为某种病，施行
该治疗方案，进而主张对于能够辨别的该疾病实行辨病论治。
正如杨维益先生所指出的，区别使用两者的原则是在疾病诊断明确且有专方专药治疗时采用辨病论治
，在病情复杂或无特效方药时则采用辨证论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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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圣仙佛，体广济苍生之心，施再生延生之术，刊谕著经。
既以无形之医药，辨证立方；复以有形之医药，拯救生之黎民，体用兼赅，显微俱到。
诚堪嘘枯木以逢春，起死而回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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