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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医案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名家的临床经验、理论水平和学术创新都体现于医案中。
学习医案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名医临床证治经验和训练我们辨证论治的技能。
本教材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医案的基本知识，重点讲解中医医案概念、写作格式、医案中的知识
要点和医案的阅读与研究整理方法；中篇为医案解读，选录宋之前、金元、明清和近现代经验丰富，
证治立论充分的名家典型案例，适于教学；下篇为新疆名家医案解读，其医家案例辨证用药多能体现
出新疆区域病证特点和证治经验。

　　《中医名家医案解读》可作为中医药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是中医工作者临床学习和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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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四）明清时期中医医案发展明清时期是医案的兴盛阶段。
个人医案专著大量增加，医案类书开始出现，对前代医案进行系统研究，是这一时期医案发展的重要
标志。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代个人医案专著约有30余种，较有代表性的如《石山医案》、《周慎斋医案》
、《孙文垣医案》、《王肯堂医案》、《奇效医述》、《易氏医案》、《医学穷源集》、《李中梓医
案》等。
这些医案均能反映各自的学术思想特点和医学成就，其中精湛的医术为后世取法；此外，医籍附案的
数量和种类也大大地超前，如《景岳全书》、《本草纲目》、《针灸大成》、《医学正传》、《外科
正宗》、《济阴纲目》等；在医案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明显提高，主要体现在：内容完整、客观
；格式多样、规范；说理透彻、详明；文笔秀美、流畅。
在明代，更重要的标志则是搜集、整理、研究中医各家医案的类书的出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医案类书——《名医类案》，由明代江瑾父子两人编纂而成，是对明代以前医案成
就的一次大总结。
全书共12卷，辑录明以前历代名医医案，按病证分类编纂，共205门，涉及内、外、儿、妇诸科。
病案记载较详，辨证、方药亦较妥帖，并附编者按语，以“宣明往范，昭示来学，既不诡于圣经，复
易通乎平俗”。
该书不仅开我国医案类书之先河，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医案研究的著作，《四库全书提要》谓
此书“可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医家之法律矣”。
除了对医案的广泛性研究外，一些医家还开始对医案的书写格式与规范进行专门研究，这也是医案学
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韩氏医通》提出医案要“望、闻、问、切、论、治六法必书”，并示以格式。
吴昆在《脉语》中则进一步提出了“七书一引”的书写方法，对书写内容和格式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
这些研究理论的提出，起到了促进医案向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对后世医案的发展产生了积极
而深刻的影响。
清代是医案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医案问世，而且书写和编纂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理论与临床的结合
更为紧密。
本时期医案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医案大量涌现，形式种类多样。
经初步统计，清代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达200余种，而且门类俱全，风格多样，既有个人医案、医案类
书、医案丛书，又有专科医案、专题医案、会诊医案、医案评注及宫廷医案等。
医家重视医案，立案已成风尚。
清代医案之所以有所成就，在于医家们对医案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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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名家医案解读》供中医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及临床医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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