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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医学、个体化医学成为未来医学发展的朝向。
近年来，王琦教授先后主持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亚健康状态中医辨识与分类研究”、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基于因人制宜思想的中医体质理论基础研究”、中医
药行业科研专项“中医传统养生保健方法系统整理研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
助项目“中医原创思维与健康状态辨识方法体系研究”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专项
“中医药养生文化普及性研究”等多项研究，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王琦医书十八种8：中医健康三论》为王琦医书十八种之八。
全书共三章，分别以王琦教授近年来在中医健康医学、中医“治未病”以及中医养生学方面取得的研
究成果为基础，涉及健康的新定义、中医对健康和健康状态的认识、中医健康状态辨识和测量方法、
亚健康状态中医干预方法、中西医健康状态比较、中医“治未病”的概念和重大意义、中医“治未病
”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养生与“治未病”、中医体质与“治未病”、中医“治未病”三级预防体系
、几种特殊人群“治未病”、中医养生思想、中医养生文化、中医养生方法等诸多内容。
　　作为研究性专著，本书对于中医健康医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适合中医药院校广大
师生及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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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琦，男，1943年出生，江苏高邮人。
著名中医学家，中医男科学创始人、奠基者之一。
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体质与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带头人，人事部、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的全国500名著名老中医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专家，中国性学会常务
理事，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中国中医研究促进会副会长，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
 　　数十年来，王琦教授为中医男科学的构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医男科学
》、《中华中医男科从书》、《王琦男科学》、《男科中西医汇通》等专著。
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中医男科人才和硕士、博士、博士后多人。
在阳痿、前列腺炎、男性不育症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著名论点，为男科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新见解，并研制出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和男性不育症的中药新药，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奖励，在国
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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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论中医健康医学  第一节 关于“健康”的相关概念    一、西方医学的健康概念及其局限性    二
、传统中医学的健康标准    三、新健康概念的提出    四、亚健康的定义及范畴  第二节 中医的健康理念
   一、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健康观    二、阴阳协调的平衡健康观    三、形神统一的身心观    四、脏腑经络
调和的生理健康观    五、顺应自然环境的整体健康观    六、谨和五味的饮食健康观    七、少欲质朴的
健康道德观    八、因人制宜的个体健康观    九、不同生命周期的健康观    十、以尽天年的期望健康观  
第三节 中医健康状态理论    一、健康状态的概念和分类    二、中医健康状态的构成  第四节 中医健康
状态辨识方法    一、健康测量    二、健康状态的辨识  第五节 亚健康状态中医干预方法    一、调治亚健
康状态是中医学在21世纪对人类的新贡献    二、亚健康的筛选方法    三、亚健康的测量和评价方法    四
、中医体质与亚健康状态的相关性    五、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药干预  第六节 中西医健康状态比较    一、
中西医对健康状态认识的比较    二、中西医对健康状态评价的比较    三、中西医对健康状态干预的比
较第二章  论中医“治未病”  第一节 中医“治未病”的概念和重大意义    一、“治未病”的相关概念  
 二、中医“治未病”的源流    三、“治未病”的历史意义    四、“治未病”的重大现实意义    五、中
医“治未病”优势的发挥  第二节 中医“治未病”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原则    
二、中医养生与“治未病”    三、中医体质与“治未病”  第三节 中医“治未病”三级预防体系    一、
中医体质三级预防体系    二、中医体质辨识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应用  第四节 几种特殊人群“治未病
”    一、老年人群    二、更年期人群    三、肥胖人群    四、过敏人群    五、抑郁人群第三章  论中医养
生  第一节 中医养生思想    一、《黄帝内经》的因时养生思想    二、《黄帝内经》的体质养生思想    三
、我国古代的房事养生思想  第二节 中医养生文化    一、中医养生文化——中医养生“治未病”    二、
弘扬中医养生文化促进人类健康文明    三、养生文化与养生个体化  第三节 中医养生方法    一、养生固
本    二、饮食养生    三、睡眠养生    四、环境养生    五、运动养生    六、针灸推拿养生    七、休闲养生
附录Ⅰ 中医健康研究学术论文著作目录Ⅱ 中医健康研究报刊科普文章、现场讲座汇总目录Ⅲ 中医健
康研究科研课题一览表Ⅳ 中医健康研究科技奖励一览表Ⅴ 中医健康研究学术发展大事年表Ⅵ 中医健
康研究相关活动照片、著作书影、荣誉证书、聘书及获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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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湿热体质　　此类人群适合做大强度、大运动量的锻炼，比如中长跑、游泳、爬山、各种
球类、武术等，可以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排泄多余的水分，达到清热除湿的目的。
湿热体质的人在运动的时候要适当地多用腹式呼吸按摩消化系统。
运动时腹式呼吸可以使膈肌和腹肌的活动幅度增加，不仅可以加快体内脏器的蠕动，还可以促进食物
的消化和排空，有助于脾胃的运化。
湿热体质的人性格急躁，可以选择棋类、太极拳、慢跑、游泳和骑车等慢而持久性的运动。
　　（6）血瘀体质　　此类人经络、气血运行不畅，运动是血瘀体质最简便、最廉价的调体方法。
通过运动可以使全身经络、气血通畅，五脏六腑调和。
应多采用一些有益于促进气血运行的运动项目。
坚持经常性锻炼，如易筋经、保健功、导引、按摩、太极拳、太极剑、五禽戏及各种舞蹈、步行健身
法、徒手健身操等，达到改善体质的目的。
血瘀体质的人心血管机能较弱，不宜做大强度、大负荷的体育锻炼。
　　（7）气郁体质　　此种体质是由于长期情志不畅、气机郁滞而形成的，运动可以疏通经络、调
畅气机。
体育锻炼的目的也就是调理气机，舒畅情志。
气郁体质的人应该增加户外活动和群体活动，可坚持较大量的运动锻炼。
气郁体质的人锻炼方法主要有大强度、大负椅练习法，专项兴趣爱好锻炼法和体娱游戏法。
大强度、大负荷的练习是一种很好的发泄式锻炼，如跑步、登山、游泳、打球、武术等，有鼓动气血
、疏发肝气、促进食欲、改善睡眠的作用。
有意识学习某一项技术性体育项目，定时间进行练习，从提高技术水平上体会体育锻炼的乐趣，是最
好的方法。
体娱游戏则有闲情怡志、促进人际交流、分散注意力、提起兴趣、理顺气机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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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琦教授是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近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中医临床工作，在疑难杂病和中医男科疾病
的诊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总结出了“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方法。
还先后承担了国家“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项目，在中医男科学、中医体质学、中医藏
象学、中医腹诊学等研究领域成果丰富。
    《中医健康三论(王琦医书十八种)》很有学术与应用价值，对于中医药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必会为启迪后学、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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