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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年来，中医基础学科的合理分化与重组以及相应的分化教材编写工作，一直是中医高等教育
改革的重点之一，也一直是中医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建设之一。
从1984年起，我校（上海中医药大学）就一直发动全校师生从事这方面的努力探索与实践，1987年版
的系列分化教材先后一共用了十多年，取得了一些经验与教训。
走进21世纪，中医高等教育理应开创新的局面，理应在原先探索实践的基础上，继续大胆地往前走。
为此，在国家教育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我校有关领导的具体指导下，以我校一批年轻
教授为核心，组合各省市院校一些学科精英，共同编写了本套新的系列分化教材，以期对近二十年来
的教材分化经验有所总结，并对迈向新世纪中医高等教育教材编写工作有所启迪。
这套新系列教材编写的基本宗旨是：尽可能按学科本身性质的研究范围适作分化与重新整合，尽可能
地汲取历史中医学术之精华，努力介绍当代中医大学生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并力求避免在这一过
程中的表达含混不清和不必要的过分重叠，以真正反映学科特点，时代特征。
由于本系列教材主编大多为40岁左右的年轻教授，常创新有余，功底尚浅，再加上学科分化与整合工
作难度之大，许多问题常仁智互见，因此，不足以改纰缪之处在所难免。
热忱祈望广大读者对这套系列分化教材提出宝贵意见，使之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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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教育部“十五”规划中医基础理论系列改革教材之一,是为适应21世纪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发
展的需要而组织编写的，可供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本科五年制(兼长年制)使用。
　　中医诊法学是研究中医诊察疾病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的一门学科，是研究诊察病证
方法和探求症状机理的一门学科。
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运用各种诊察方法和手段获取临床信息，并对诊察所得的资料进行病机分析
，为中医辨证提供依据。
　　本教材分述了望、闻、问、切四诊的概念、方法和常见症状、体征的表现及其临床意义，重点阐
述中医传统诊法的理论、操作技巧。
对原教材（五版、六版）的所有内容进行了梳理，删除一些临床应用极少而方法烦琐的内容，补充了
中医特殊诊法中有临床指导意义的诊法，如耳诊、第二掌骨诊法。
另附有常见症状的鉴别诊断。
与本教材配套的《中医诊法学（电子版）》，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
本部分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为中医诊法学基本内容与基本概念的总结，配以图片与录像，以
帮助学习者总结与复习。
二为中医诊法学的最新进展，使学习者能够了解近10年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传统中医诊断方法的情况
，以及新近发展的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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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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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望诊形成很早，在《内经》中有关望诊的论述就已很多，如通过观察面部色泽变化的善恶，可以
推断五脏疾病及其预后；通过望形体姿势，可以推测体质的强弱和疾病的轻重。
延及东汉，张仲景总结了《内经》诊法的理论，注重面、舌、目、鼻、皮肤、汗、痰、脓血、尿、粪
等望诊，以此作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并且把四诊运用于辨证论治的实践中，使中医学的诊法理论与临
床诊断治疗有机的结合起来。
晋·葛洪《肘后方》有对黄疸病人作实验观察的较早记载。
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各种疾病的症状都有详细的描述，对各种病态的记载十分真切。
宋代医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天花、麻疹、水痘在形态上作了区别。
南宋·郭雍《伤寒补亡论》则对斑、疮、疱及瘾疹的鉴别颇详。
金元时代，察小儿指纹诊（即望小儿示指络脉）有新的发展。
例如，刘防《幼幼新书》、滑寿《诊家枢要》等，对望指纹在小儿科诊断中的临床意义都进行了明确
的阐述；明·汪宏著《望诊遵经》，收集历代有关望诊的资料，从面、目、口、唇、齿、须、发、腹
背、手足等部的形态、色泽和汗、血、便、溺的各种变化中，辨别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和
病情的顺逆安危。
可见，历代都有充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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