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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肾脏》

内容概要

“脏象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各级中医药专业人员必须系统掌握的基础知识。然而时至
今日，并无一部全面收集系统整理源自于《内经》、经2000余年来众多医家补充发展的“脏象学说”
著作问世；更无一部从“人与自然”、“脏腑解剖”、“脏腑生理”到“脏腑病理”，一直贯穿诊断
等临床实际的“脏象学说”的书。值得庆幸的是，姚荷生先生、潘佛崴先生、廖家兴先生积七年心血
、辑五百余种古籍、录数十万张卡片，系统整理的《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肾脏》（遗
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姚荷生、潘佛巖、廖家兴编著的这本《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肾脏》为20世纪60年代姚荷
生先生所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脏象学说研究”成果的结晶，系由中医古典医籍文献相关论述按
照理论专题串编而成。《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肾脏》围绕生理、病理、诊断等中心环节
，分类阐发了历代医家的观点，且对各家之见作了选择、分析与评价，甚至对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
题（如命门学说等）作出了著者个人的研究结论。
本书对读者夯实理论基础甚有裨益，是中医教学、研究及临床工作者必读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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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肾的生理
第一章 肾的解剖
第一节 肾的部位
第二节 肾的形态
第二章 肾的劝能与特性（附：命门）
第一节 肾为阴中之阴
第二节 少阴多气少血
第三节 少阴为三阴之枢
第四节 肾主先天元阴元阳
第五节 肾主生长发育
第六节 肾为水脏又主五液
第七节 肾为气根而主纳气
第八节 肾主作强而出伎巧
第九节 命门考
一、对《命门考》的自我鉴定
二、命门考
第三章 肾与机体内外的关系
第一节 肾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第二节 肾与精气神的关系
一、元气
二、精（气、神）
三、志与智
四、恐与悚
第三节 肾与其他脏腑的关系
一、肾与肺的关系
二、肾与肝的关系
三、肾与脾的关系
四、肾与心的关系
五、肾与心包络的关系
六、肾与膀胱的关系
七、肾与三焦的关系
八、肾与胞（胞宫）室（精室）的关系
九、肾与脑的关系
第四节 肾与苗窍的关系
一、肾与耳的关系
二、肾与齿的关系
三、肾与目的关系
四、肾与舌的关系
五、肾与二阴的关系
第五节 肾与经脉的关系
一、足少阴经脉
二、足太阳经脉
三、肾与督脉的关系
四、肾与任脉的关系
五、肾与：中脉的关系
六、肾与带脉的关系
七、肾与阴维、阳维的关系

Page 3



《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肾脏》

八、肾与蹯脉的关系
第六节 肾与躯体部位的关系
一、肾与整体组织的关系——骨
二、肾与躯体特定部位的关系
（一）头面部
（二）躯干部
（三）足膝部（足心、跟踵、胫、膝、胭）
第二篇 肾的病理
第一章 肾的病因
第一节 六淫
一、寒
（一）寒风
（二）寒湿
二、热
三、燥
四、火
第二节 七情
一、恐惧
二、色欲
（一）相火偏旺
（二）命门火衰
三、其它因素
第二章 肾的病机
第一节 真阳虚
一、命火不生脾土
二、关门不合
三、玉门不固
四、虚脱
第二节 真阴虚
一、水泉涸竭
二、水不济火
三、水不涵木
第三节 阴阳两虚
第三章 肾病的传变
第一节 经脏互传
一、经病内传入脏
二、脏病外达于经
三、影响五官（苗窍）
（一）目
（二）耳
（三）齿
（四）舌
（五）口
（六）鼻
（七）二阴
四、着于肢体
（一）骨
（二）腰
（三）膝（附：胭、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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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脐（包括小腹）
（五）茎垂、睾丸（包括乳）
（六）发（附：须）
（七）脊、背、尻
（八）颧、颊、颏、颐
第二节 经脉互传
一、经脉以次传
二、经脉表里传
三、同经相互影响
四、影响奇经
（一）冲脉
（二）任脉
（三）督脉
（四）带脉
（五）阴蹯
（六）阴维
第三节 脏腑互传
一、肾传心（水克火）
二、心传肾（火侮水）
三、脾传肾（土克水）
四、肾传脾（水侮土）
五、肾传肝（母及子）
六、肝传肾（子及母）
七、肺传肾（母及子）
八、肾传肺（子及母）
九、肾传膀胱（脏传腑）
十、膀胱传肾（腑传脏）
第四节 其它影响
一、时令影响
二、体型不同
三、医药误治
四、痼疾相引
五、情绪突变
六、起居不慎
第三篇 肾病的诊断
第一章 四诊检查
第一节 望诊
一、形色的特点
（一）从一般部位观察
（二）从所主器官观察
二、神态的特点（附：形态）
三、排泄物和分泌物的特点
第二节 闻诊
一、声音的特点
二、气息的特点
三、气味的特点
第三节 问诊
一、年龄与生活的特点
二、家族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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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去病史的特点
四、自觉症状的特点
（一）痛苦
（二）喜恶
（三）其他
第四节 切诊
一、脉诊的特点
（一）常例
（二）变例
二、扪诊的特点
第二章 八纲辨证
第一节 独立分析
一、辨阴阳
（一）阴损及阳、阳伤及阴和阴阳两伤
（二）阳证似阴、阴证似阳
二、辨表里
三、辨寒热
四、辨虚实
第二节 综合举例
一、里寒偏虚
二、里寒偏实
三、里热偏虚
四、里热偏实
五、表寒偏虚与偏实
六、表热偏虚与偏实
附录：命门的实质与功能
一、命门的生理概述
二、命门部位的演变
三、命门实质的探索
（一）肾间动气说
（二）三焦之原说
（三）子宫（精室）说
（四）包络（心主）说
（五）肾上腺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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