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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病机概念的诠释、内涵的解析，病机理论框架的构建，病机理论
与临床之间的衔接等，都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
于智敏等著的这本《中医病机新论》对古今文献有关病机的论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梳理了中医
病机理论发展脉络，对病机概念进行了现代诠释，系统总结了中医病机理论特点、病机特点，并提出
许多创新性的见解；为病机的把握及为临床疑难病的攻克提供新的突破口。

《中医病机新论》既可作为中医的入门读物，也可作为中医专业学生、科研及临床人员提高中医理论
水平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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