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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审十八反》主要内容包括：重审十八反、藜芦类、川乌类、甘草类、临床辨证论治、感冒、
头痛、外感类、内伤类、咳嗽、外感类、内伤类、学术研究与争鸣、治验精选、十八反、十九畏、妊
娠禁药古方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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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延章 1941年8月生，四川省射洪县金家镇人。
大专文化。
中医内科主治医师。
中国自然科学协会会员、中国爱迪生发明家协会会员、中华当代汉医学家学会副会长、中国特效医术
研究会委员、加拿大传统医学理事兼国际顾问、国际卫生医学研究学院一级教授、射洪县中医药十八
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治医师。
从事中医工作30余年。
对疑难杂症的治疗颇有学术见解，尤其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咳嗽、肺结
核、肺心病、矽肺、尘肺疗效独特。
在内科疾病治疗中发现十八反中药对人体疾病的治疗非常有效。
亲自尝试，试验破译十八反之谜后提出“前后五千年，重审十八反，解放中药十八反，振兴中医阳气
”的学术思想。
公开发表了医学和文学论文各20余篇。
其中《辨证新治肺疼102例疗效观察》（四川中疾94，1，22）和《治端汤治疗哮喘374例》（四川中
医95.2），荣获国际优秀论文成果奖及美国优秀论文成果一等奖。
撰写的《重审十八反》中医药专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用反药“大朝乌头汤”治疗癌症也有突破性新进展。
发明了国家专利“一种治喘药（治喘宁）的生产方法”（专利号91107277，2），以授权待转让。
此科研成果在全国科技成果大评选中荣获中国爱迪生杯“银奖”；加拿大新科技产品博览会美国爱迪
生杯“金奖”。
在国家、省、市、县医学学术交流会上多次交流。
在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荣获“民族医药之星”、1994年1月24日授予射洪县科协系统“先进科技
工作者”，1998年8月6日中华当代医学家学会授予“当代医学界杰出贡献奖，2002年11月中国健康教
育协会授予“中华名医”，200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健康使者”，全国特色诊疗专家
。
2005年5月国际名人协会医学专家委员会评为“中国医学专家”的荣誉称号。
创办了中医药十八反研究所，开拓了五千年十八反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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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重审十八反第一节 藜芦类人参太子参北沙参丹参玄参苦参白芍细辛藜芦第二节 川乌类白及半
夏瓜蒌贝母白蔹川乌第三节 甘草类海藻芫花大戟甘遂甘草第二章 临床辨证论治第一节 感冒1. 风寒型2.
风热型3. 时行感冒第二节 头痛一、外感类1. 风寒型2. 风热型3. 风湿型二、内伤类1. 气虚型2. 血虚型3. 
肝阳型4. 肾虚型5. 痰浊型6. 瘀血型7. 偏头痛型第三节 咳嗽一、外感类1. 风寒型2. 风热型3. 燥热型二、
内伤类1. 痰湿型⋯⋯第三章 学术研究与争鸣第四章 治验精选第五章 十八反、十九畏、妊娠禁药古方
汇集跋：冲破医界禁区见曙光，变更数千年沿袭之附1：方剂索引附2：重审十八反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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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临床上验证，用于跌打损伤，气滞血瘀，经行腹痛，血虚身疼，外伤出血，有行血止痛、止血
消肿之功效。
川乌与白蔹煎服，温络而不助火，散结止痛，敛口生肌。
二药在临床上，用治湿热流注，寒湿窜经，痈疽疗毒，有清热解毒，温经散寒，消肿止痛，敛疮生肌
之功效，偏于寒，则重用川乌，偏热或疮疡久不收口，则重用白蔹。
以无热不生寒，寒热相斗的机理，取其寒热相反之势达到自身尝试和临床治疗的目的。
　　川乌与半夏的使用，经过尝试，觉得气香味淡，胃肠无刺激反应，呼吸通畅，一身轻扬，工作如
常。
在临床上，有清化热痰，温化寒痰，润化气管，保护咽喉和解除气管粘膜痉挛，减轻咳嗽胸痛的炎症
刺激反应。
在临床上验证，有温经散寒，祛痰止咳，对急慢性气管炎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川乌与瓜蒌合用，经过尝试，呼吸通畅，气管粘膜分泌物减少。
味微甜，无胃肠刺激反应。
在临床上验证，二药同用，治痰热交阻所致的咳嗽，气滞痰阻所致的胸痛，可振兴胸阳，通经导滞；
若食滞，气血失调所致的便秘，配瓜蒌子、川乌。
与焦三仙配伍，温经通络，散结祛痰，对痰热咳嗽和寒痰咳嗽不爽、经络阻滞的咳嗽胸痛胸痹、气喘
等症有效。
　　川乌与贝母合用，先将川乌直接咀嚼，有唇舌发麻的感觉。
二药加水煎服后，可有相互制约，无口唇舌及胃肠刺激反应，反而增加了小便排泄量，增进了食欲。
在临床上还有止咳效果。
二药相须为用，川乌辛而不散，贝母甘润不敛，开扣结合，治肺热或肺寒咳嗽，中风不语的痰涎壅塞
，胸胁作痛，故有解痉、止咳祛痰、温经止痛的作用。
亦可和其它方药合用治虚寒咳嗽，寒湿阻滞的胸痛咳嗽、哮喘、痰鸣等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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