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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9版）：中
医诊断学》坚持公开招标、公平竞争、公正遴选主编原则。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和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材建设研究会制订了主编遴选评分标准，
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严格评议，遴选出一批教学名师、高水平专家承担本套教材的主编，同时实行主
编负责制，为教材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9版）：中
医诊断学》着力提高教材质量，努力锤炼精品，在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体
现了中医药教材的特色；学科定位准确，理论阐述系统，概念表述规范，结构设计更为合理；教材的
科学性、继承性、先进性、启发性及教学适应性较前八版有不同程度提高。
同时紧密结合学科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更新内容，丰富形式，不断完善，将学科、行业的新知
识、新技术、新成果写入教材，形成“十二五”期间反映时代特点、与时俱进的教材体系，确保优质
教育资源进课堂，为提高中医药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注重教材内容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传授获取知识和创造知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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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五体与五脏的相应关系观察形体的强弱状态，有助于了解脏腑气血的盛衰。
如心主血脉，面色荣润是心气充盛，气血调和的表现；面色枯槁则属心血不足。
肺主皮毛，皮肤荣润光泽是肺气充沛，营卫充盛的表现；皮肤干枯，腠理疏松，则属肺气亏虚，营卫
不足。
脾主肌肉，肌肉丰满坚实是脾胃之气旺盛，气血充足的表现；肌肉消瘦、无力，则属脾胃气虚，气血
不足。
肝主筋，筋健则运动灵活有力，是肝血充盛，血能荣筋的表现；筋弱则关节屈伸不利，属肝血不足，
筋失濡养。
肾主骨，骨骼健壮是肾气充盛，髓能养骨的表现；骨骼细弱，或有畸形，则属肾气不足，发育不良。
 2.形体胖瘦 正常人胖瘦适中，各部组织匀称，因年龄、体质等因素形体微胖或偏瘦属正常，但过于肥
胖或过于消瘦都可能是病理状态。
 （1）肥胖其体形特征是“肉盛于骨”，脂肪偏多，多集中于肩颈、背部、腹部等，表现为头圆，颈
短粗，肩宽平，胸厚短圆，大腹便便等。
若胖而能食，为形气有余；肥而食少，是形盛气虚。
肥胖多因嗜食肥甘，喜静少动，脾失健运，痰湿脂膏积聚等所致。
肥胖之人由于形盛气虚，常多痰湿积聚，即所谓“肥人多痰”、“肥人湿多”。
 （2）消瘦其特征是肌肉消瘦，严重者形瘦骨立，大肉尽脱，毛发枯槁，称为形脱。
形瘦之人常表现为头颈细长，肩狭窄，胸狭平坦，腹部瘦瘪，体形瘦长。
若形瘦食多，为中焦火炽；形瘦食少，是中气虚弱，多因脾胃虚弱，气血亏虚，或病气消耗等所致；
若消瘦伴五心烦热、潮热盗汗，为阴虚内热；若久病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者，为脏腑精气衰竭，病属
危重。
形瘦之人，多气火有余，且阴虚居多，即所谓“瘦人火多”。
 观察形体胖瘦时，应注意与精神状态、食欲食量等结合，尤其要注重将形与气两者综合起来加以判断
。
如《四诊抉微》说：“形之所充者气，形胜气者天，气胜形者寿。
”即是说精气充于形体之中，形体胖而精气不足，少气乏力者，抗病力弱，故主天；形体虽瘦而精力
充沛，神旺有力者，抗病力强，故主寿。
由此可见，形与气两者相比较，气的强弱尤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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