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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光流逝，年代变迁，转瞬问《中医诊断学》（全国中医药院校教材第五版）已经历了20多年的
光辉历程。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迅猛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与时俱进，开拓色《新，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创新、提高，显示出21世纪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昌盛，继往开来，同
时对我国中医药与国际接轨，向世界广泛传播，起到了强大的辐射作用。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中的精华之一。
本书自20世纪80年代起延续使用至今，深受国内外学生、学者、学长们的好评。
为了进一步挖掘并提升中医诊断学经典精品教材，使古代与现代、继承与发扬、开拓与创新同步进取
，发扬光大，我们对《中医诊断学》“五版”教材进行了修订补充、完善提高，使之图文并茂，精彩
新颖，对学习者、爱好者、感兴趣者深有启迪和临床意义。
　　《中医诊断学》包括绪论、四诊、八纲、辨证、诊断与病案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回顾了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史，指出了中医诊断学的范围与原则、主要内容及学
习的要求与方法。
第二部分论述了望、闻、问、切四诊的基本技能和诊查方法。
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以八纲和辨证为依托，运用不同的辨证方法，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加深对中
医诊断学的临床思维和理解。
第五部分是诊断与病案，阐述了四诊与辨证的运用，病案的特点、内容、要求、整理、格式等内容。
该书附篇为症状鉴别诊断以及原文选录等。
书末附有舌诊彩色图谱，以加深学者对舌诊的感性认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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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医诊断学发展简史　第二节　中医诊断学的范围与原则　　一、审察内外
　　二、辨证求因　　三、四诊合参　第三节　中医诊断学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学习的要求和方法
第二章　四诊　第一节　望诊　　一、望神　　　（一）神的概念　　　（二）得神、失神与假神　
　　（三）神气不足与神志异常　　　二、望面色　　　（一）面部色诊原理及其临床意义　　　　
（二）面部与脏腑相关部位　　　　（三）望色十法　　　（四）常色与病色　　　（五）色、脉、
症合参　　三、望形态　　　（一）望形体　　　（二）望姿态　　四、望头颈五官九窍　　　（一
）望头面颈项与头发　　　（二）望目　　　　（三）望耳　　　　（四）望鼻　　　（五）望口唇
　　　（六）望齿、龈　　　（七）望咽喉　　　（八）望下窍　　五、望皮肤　　　（一）色泽　
　　　（二）润枯　　　（三）肿胀　　　　（四）痘疮　　　　（五）斑疹　　　　（六）白痦与
水疱　　　（七）痈、疽、疔、疖　　六、望络脉　　　（一）望小儿食指络脉　　　（二）望鱼际
络脉　　　（三）望指甲形色　　七、望排泄物与分泌物　　　（一）痰、涎、涕、唾　　　　（二
）呕吐物　　八、望舌　　　（一）舌诊的临床意义　　　（二）舌与脏腑的关系及舌诊原理　　　
　（三）舌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四）舌诊的内容　　　（五）舌质和舌苔的综合诊察　第二
节　闻诊　　一、听声音　　　（一）正常的声音　　　（二）病变的声音　　二、嗅气味　　　（
一）病体的气味　　　（二）病室的气味　　　⋯⋯第三章　八纲第四章　辨证第五章　诊断与病案
第六章　附篇附1　常见证候国家诊断标准附2　常见舌象及望诊其他常见内容彩色图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诊断学>>

章节摘录

插图：中医诊断学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从整体的观念出发，运用辨证的理论与方法，以识别
病证，推断病情，给防治疾病提供依据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的桥梁。
第一节 中医诊断学发展简史在中医学领域里，诊断疾病的理论与方法肇始奠基很早。
公元前5世纪著名医家扁鹊就擅长“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黄帝内经》，不仅在诊断学的方法上奠定了望、闻、问、切四诊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提出诊断疾病必须结合致病的内、外因素加以全面综合的考虑。
《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并谓“圣人之治病也，必
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
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
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这就是说，对任何疾病所产生的症状、体征都不能孤立地看待，应该联系到四时气候，地方水土，
生活习惯，性情好恶，体质强弱，年龄，性别，职业等。
运用四诊的方法，全面地了解病情，加以分析研究，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
公元前2世纪，西汉名医淳于意创“诊籍”，开始详细记录患者的姓名、居址、病状以及方药、就诊
日期，作为复诊参考。
公元3世纪初，东汉伟大医家张仲景总结了汉以前有关诊疗经验，他在撰用《素问》、《九卷》理论
的基础上，结合经方派的经验，把病、脉、证并治结合，进行分析研究，著成了不朽的著作《伤寒杂
病论》，确立辨证论治理论，奠定了诊断的基础。
与此同时，杰出的医学家华佗论证、论脉、论脏腑寒热虚实、生死顺逆之法甚精，《中藏经》记载了
华佗诊病的学术经验。
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医学的发展，自晋、唐以来，历代医家大多把诊断与治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但亦有把诊断作为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的。
西晋王叔和《脉经》，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选取《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有关论述，
在具体阐明脉理的前提下，联系伤寒、热病、杂病和妇儿疾病的脉证，分述三部九候、寸口、二十四
脉等脉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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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诊断学(修订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医药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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