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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讲义-第2版》

内容概要

《伤寒论讲义(第2版)》，本教材的编写，以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医学专业教学大纲和职业中医师考
试大纲为依据，以我社出版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第5版教材为蓝本，汲取我社出版的前几版
统编教材和六版教材的精华之处，并充分吸收近年来相继出版的各种本科教材的合理创新之处进行修
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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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然而在治疗时，仲景用同一方，第82条真武汤证是过汗伤阳，阳气易伤而难复，水湿易停
而难消，在肾阳损伤之初，即早补阳气，杜绝水患，犹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意。若以真武汤重在
“治水”言，则第82条所列病证用真武汤是为“防汛”，温阳以加固堤坝，利水以疏浚渠道，重在温
阳以防水气泛滥。本条所列病证用真武汤则是“抗涝”，利水以排除浸渍，温阳以修复渠坝，重在利
水以治内涝。 【医案选录】 李某，男，32岁。患头痛病，每在夜间发作，疼痛剧烈，必以拳击头始能
缓解。血压正常，心肺正常。西医检查未明确诊断，头痛不耐烦时，只好服止痛药片。问如何得病？
答：夏天开车苦热，休息时先痛饮冰冻汽水或啤酒，每日无间，至秋即觉头痛。问头痛外尚有何症？
答：两目视物有时黑花缭乱。望面色黧黑、舌淡质嫩、苔水滑，脉沉弦而缓。此证乃阳虚水泛上蔽清
阳所致，以其色脉之诊可以确定。为疏：附子四钱，生姜四钱，桂枝二钱，茯芩八钱，白术三钱，炙
甘草二钱，白芍三钱。其服6剂获安，继用服苓桂术甘汤四剂巩固疗效而愈。（刘渡舟，伤寒挈要[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8.） 5.附子汤证 【原文】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
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304） 附子湯方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 茯苓三兩 人參二兩 白
朮四兩 芍藥三兩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
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305） 【词解】 ①口中和：指口中不苦、不燥、不渴。 【释义
】 以上两条论述少阴阳虚寒湿身痛的证治。虽然第304条与第305条并排而论，但重点是第305条。本证
的病理机制在于阳气虚弱，寒湿弥漫。由于阳气不足，鼓动无力，加之湿性重浊，所以其脉沉；四肢
为诸阳之本，一则寒湿之气弥漫阻遏，二则虚弱之阳难以温煦，故手足寒；阳气虚衰，不能温养筋骨
肌肉，寒湿之气，留滞肌肉骨节之间，故见身体痛，骨节痛。治疗以附子汤以温经驱寒，除湿止痛。 
第304条提出阳虚寒湿证的辨证要点与治疗方法。背为督脉循行部位，阳虚而寒湿凝滞，督脉先受影响
，故背恶寒。此症可作为第305条“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疼，脉沉者，，的补充。在服附子汤的同时
，还可兼用灸法，一般认为可灸大椎、关元、气海等穴。灸法与汤药并进，可以增加疗效。 “背恶寒
”两见于《伤寒论》中，一见于阳明病，一见于少阴病。阳明病背恶寒的机制是燥热内结，阳不外达
，见于白虎加人参汤证。少阴病背恶寒的机制是寒湿阻遏，阳虚失温，见于附子汤证。辨证的关键之
一是口渴与否，白虎加人参汤证必口燥渴，附子汤证则“口中和”。

Page 4



《伤寒论讲义-第2版》

编辑推荐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伤寒论讲义(供中医类、中西医结合等专业用)(第2版)》的编写
以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医学专业教学大纲和职业中医师考试大纲为依据，以我社出版的全国高等中
医院校统编教材第5版教材为蓝本，汲取我社出版的前几版统编教材和六版教材的精华之处，并充分
吸收近年来相继出版的各种本科教材的合理创新之处进行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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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版，不错，我觉得挺好的
2、这是我网上买书最无奈的一次，纸张太差了，无论是颜色还是什么，纸张属于盗版
3、评论的有点晚了，不过整体很不错，
4、书的质量很好 纸很光滑
5、有书角折了，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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