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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尹常健主编的《肝病临证十法》是论述肝病中医治法的专著。
全书以肝病临证最为常用的十种治法为总纲和主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肝病中医治法概况、与
肝病中医治法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基础、实践依据及技术细节进行了全面阐述；系统介绍了疏肝法、
健脾法、滋肾法、清利法、活血法、利水法、散结法、芳化法、养阴法及温阳法等十大治法的临床应
用，提出了作者独到新颖的见解及经验体会。
每法之后多附有相应的典型病例，希望有助于加深读者对这些治法的理解和印记。
《肝病临证十法》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切合临床实用，为中西医各层次肝病临床工作者不可多得之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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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常健，男，1950年1月出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
肝胆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常务理事，《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
委。
先后获“中国百名解除青年中医”、“山东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千名知名技术专家、“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全省卫生系统廉洁行医标兵”、第二届“中国医师奖”等融于，2006年起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消化系统特别是肝胆病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出版学术著作13部
，发表学术论文50篇，曾参加国家“七五”、“八五”肝病攻关项目，主持省“十五”、“十一五”
中医药攻关课题项目，其中6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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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肝病中医治法概况
肝的生理病理
肝病中医治法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与肝病治法研究密切相关的若干技术细节
    疏肝法
一、疏肝行气法
二、疏肝健脾法
三、疏肝利胆法
四、疏肝和胃法
五、疏肝解郁法
    健脾法
一、健脾益气法
二、健脾和胃法
三、健脾消积法
四、健脾止泻法
五、健脾祛湿法
    滋肾法
一、滋肾清肝法
二、滋肾柔肝法
三、固肾收涩法
四、滋肾明目法
    清利法
一、清热利湿法
二、清热解毒法
三、清营解毒法
四、清肝泻胆法
    活血法
一、行气活血法
二、活血通络法
三、活血软坚法
四、益气活血法
五、凉血清营法
    利水法
一、健脾利水法
二、行气利水法
三、活血利水法
四、温阳利水法
五、清热利水法
六、养阴利水法
七、宣肺利水法
八、攻逐水饮法
九、外治利水法
十、应用利水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散结法
一、软坚散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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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痰散结法
三、健脾磨积法
四、行气散结法
五、祛瘀散结法
    芳化法
一、芳香化湿法
二、化痰祛湿法
三、清宣化湿法
    养阴法
一、养阴柔肝法
二、养阴滋肾法
三、养阴护胃法
四、养阴清肺法
五、养阴益脾法
六、养阴清心法
七、酸甘化阴法
八、应用养阴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温阳法
一、温阳化湿法
二、温阳实脾法
三、温补肝肾法
四、温补脾肾法
五、温胃散寒法
六、温阳止泻法
七、临床应用温阳法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附：肝病传统方剂简介
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试行）
病毒性肝炎中医疗效判定标准（试行）
肝硬化腹水中医疗效判定标准（试行）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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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肝的生理病病理　　肝病中医治法研究的基本宗旨有三条，第一要顺应肝的生理特性；第二要对
应肝的病理特点；第三要针对肝的相关疾病。
只有符合这三大宗旨，肝病治法的确定才能方向明确、目标集中、针对性强，也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
实践，从而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因此，熟悉和掌握肝的生理病理学特性是肝病治法学研究的基础和
关键所在。
　　（一）中医对肝脏位置的认识与描述　中医对肝的认识首先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古代医学
家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和临床观察，已经对肝的解剖位置产生了比较科学的认识，《灵枢》说：“阙
⋯⋯在下者肝也”，这里“阙”指的是胸廓，在下即指季肋部，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肝的位置在季肋
。
《难经·四十一难》说：“肝独有两叶。
”《难经·四十二难》又说：“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
”文中所言肝重四斤四两，原作二斤，两者平均取之则为1600克左右，与廖亚平《肝脏解剖学》中所
言男性肝重1450克大致相近。
前者所言肝独有两叶当指肝脏本身，后者似指肝脏下面之胆囊、肝门等邻近器官，这些描述虽然不尽
精确，但都真实地反映了中医关于肝脏最早的解剖学概念。
滑伯仁在《十四经发挥》中说：“肝之为藏⋯⋯其藏在右胁右肾之前”，以上这些论述明确地指出肝
脏是位于右肋下的，并且与右肾相邻，这与西医学之解剖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中医还从病理学角度阐明了肝脏的解剖部位，《灵枢》说：“肝大则逼胃近咽，近咽则苦
膈中，且胁下痛。
”《医宗金鉴》也提到：“肝居膈下⋯⋯经常多血少气。
”这些论述说明古人不仅认识到肝脏的位置在右胁下，还描绘了肝病反映出的相应症状，同时，正是
因为肝的经脉布于胁肋，因而胁痛也就往往作为肝病常见的证候而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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