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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病学》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络病学概论、络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络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络病学研究的“三维
立体网络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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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病学》

章节摘录

　　所谓辨病程，就是通过对临床资料的分析，确定病程之久暂，从而判断有无络病存在及其病理阶
段。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论述虚劳病机为劳伤日久，气血生化乏源，虚极
赢瘦，因虚致瘀，久瘀入络，瘀阻化机，指出久病虚劳从络病论治。清代叶天士提出“久病人络”、
“久痛人络”，其“经主气、络主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之说，揭示了内伤疑难杂
病随着病程的延长由气到血、由功能性病变到器质性病变的慢性病机演变过程。一般而言，久治不愈
之病多有络病存在，故叶天士把病程长短作为络病的重要诊断依据，其在《临证指南医案》说“百日
久恙，血络必伤”，“经几年宿病，病必在络”。久病人络之络当指循行于体内布散于脏腑区域的阴
络，即叶天士所谓“脏腑隶下之络”（《临证指南医案·便血》）。疾病初期，病情尚轻，脏腑气机
失常而表现为功能性病变；若失治误治，病积延年，气钝血滞，痼结难解，病邪由气及血，延及脏腑
隶下之阴络。久病多瘀、久病多痰、久病多虚，故久病人络之病证表现与痰、瘀、虚有关，故叶天士
又曰：“久嗽因劳致伤，络血易瘀⋯⋯。”中风虽然发病急暴，发病前却经历了较长的病机演变过程
。饮食厚味、过逸少劳、情志过极导致痰浊阻滞，血行滞涩，气血逆行，致脑中络气郁滞，久则络脉
瘀阻，此时往往见头晕昏蒙、肢体麻木。故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中风门》说“凡人初觉大指次指
麻木不仁或不用者，三年内有中风之疾也”，此为中风先兆，如能引起注意，积极预防，配合通络治
疗，则气血渐行，痰瘀渐消，脑络通畅。若未能引起重视，未能积极预防治疗，病久入深，脑络瘀阻
进一步发展为脑络瘀塞，则出现中风暴仆。故中风病在脑络，脑络病变则经历了脑中络气郁滞—脑络
瘀阻—脑络瘀塞较长时间的病理演变过程，了解这种病理演变过程对从病程久暂判断络病的存在具有
重要临床价值。　　明确久病人络的规律性并不否定某些特殊情况在病程相对短暂的“新病”中也有
络病的发生，如六淫外侵先伤六经皮部阳络所致外感伤寒太阳表证，发热恶寒、周身酸痛、病程短暂
，治疗得当—汗而解，并非络病学说讨论的重点，但迁延不治，由络人经，甚至由经传人脏腑阴络，
形成多种疑难杂病，故《素问·风论》说：“风者，百病之长也。”清晰地认识这种阳络—经脉—阴
络的病机演变过程，在六淫外侵皮部阳络的短暂病程阶段及时治疗，可有效预防多种难治性疾病的发
生。此外西医学之硬皮病属中医之皮痹范畴，该病为先天不足，脾肾阳虚，风寒湿邪侵袭皮部阳络所
致，营卫失和，络中气血瘀滞，津不化血而凝为痰，痰瘀互结，脉络痹阻发为皮痹。突然受寒，络脉
绌急，则见手指青紫发冷、皮肤水肿、增厚、变硬，久而不已，由阳络循经入阴络导致多脏器损伤，
如肺络瘀阻日久，络息成积之肺纤维化而气急咳嗽，消化道纤维化及肌萎缩而吞咽困难或反流。因此
外邪侵犯皮部阳络阶段虽病程短暂，亦需积极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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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病学》

编辑推荐

《络病学》分上、中、下及附篇。上篇为络病学总论，论述了络病学的现代诠释、学术地位及学科价
值，详细总结络病学说形成与发展过程，系统论述了络病学说研究的理论框架——“三维立体网络系
统”，阐述了络病发病因素、发病特点、病机特点、病机变化、辨证六要；中篇为络病治疗与方药。
下篇举例论述络病学说的临床运用，重点阐述“脉络-血管系统病”以及类风湿性关节炎、重症肌无力
等10余个病种的络病辨证治疗，以便举一反三，扩大络病学说的临床运用。本书由吴以岭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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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医理论认识不深，所以读起来有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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