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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珠宝，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了重要贡献，虽然近百
年来饱经风霜，但仍屹立于21世纪医学之林。
  本书汇集了广州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室近10年伤寒学者经方研究的心得和成果。内
容：第一篇为经方点读，包括伤寒类方表读、伤寒名方古今运用；第二篇为临床发微，
包括汤证运用、病症运用及临证心得；第三篇为思路示范，包括临床研究思路、实验研
究思路、文献研究思路三方面。全书从经方学习到临床运用到研究思路，有点有面，纵
横交织，真真切切，尤其注重思路、方法的探索，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学院派近年
《伤寒论》研究的基本轮廓和概貌，也折射出新一代伤寒人的团队风貌和进取精神。研
修经典，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愿本书能抛砖引玉，成为与同行切磋交流的载体。

目 录

第一篇 经方点读
  一、伤寒类方表读
  （一）桂枝汤类
  （二）麻黄汤类
  （三）葛根汤类
  （四）抵当汤类
  （五）栀子豉汤类
  （六）陷胸汤类
  （七）泻心汤类
  （八）桂枝甘草汤类
  （九）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类
  （十）五苓散类
  （十一）黄芩汤类
  （十二）白虎汤类
  （十三）承气汤类
  （十四）柴胡汤类
  （十五）芍药甘草汤类
  （十六）理中丸（汤）类
  （十七）赤石脂禹余粮汤类
  （十八）四逆汤类
  （十九）杂方类
  二、伤寒名方古今运用
  （一）桂枝汤的古今运用
  （二）麻黄汤的古今运用
  （三）桃核承气汤的古今运用



  （四）栀子豉汤的古今运用
  （五）小陷胸汤的古今运用
  （六）十枣汤的古今运用
  （七）半夏泻心汤的古今运用
  （八）桂枝甘草汤的古今运用
  （九）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的古今运用
  （十）五苓散的古今运用
  （十一）黄芩汤的古今运用
  （十二）白虎加参汤的古今运用
  （十三）白虎汤的古今运用
  （十四）小承气汤的古今运用
  （十五）小柴胡汤的古今运用
  （十六）芍药甘草汤的古今运用
  （十七）赤石脂禹余粮汤的古今运用
  （十八）真武汤的古今运用
  （十九）当归四逆汤的古今运用
  （二十）白头翁汤的古今运用
第二篇 临床发微
  一、汤证运用
  （一）小柴胡汤的研究与运用思路
  （二）桂枝汤的研究与运用思路
  二、病症运用
  （一）糖尿病治疗
  难治性糖尿病中医辨证得失录
  浅谈糖尿病六经辨治思路
  浅谈糖尿病辨病辨证治疗五步法
  （二）肝病治疗
  仲景治肝特色与临床发微
  （三）咳嗽治疗
  《伤寒论》治咳特色与临床运用
  （四）甲亢治疗
  甲亢经方运用思路举隅
  （五）痤疮治疗
  痤疮经方运用临证体会
  （六）妇科治疗
  《伤寒杂病论》妇科研究述略
  （七）急症治疗
  《伤寒论》对急症学的贡献
  《伤寒论》急症学理论研究述略
  《伤寒论》理法方药在急症中运用近况及其思考
  三、临证心得
  （一）经方临床运用思路与方法



  经方运用案例举要
  《伤寒论》临证辨异思维方法
  经方运用思路点滴
  经方临床活用思路与方法
  经方合用的分解夹杂证辨证方法
  （二）经方临床运用经验
  从厥阴病辨治特点看消渴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
  论柯琴对乌梅丸的发挥及临床运用
  半夏泻心汤的临床运用
  试论仲景祛瘀法及其临床应用
  经方在糖尿病治疗中的运用
  经方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证体会
糖尿病常见症状的经方治验举隅
  糖尿病失眠症的经方运用体会
  经方治疗咳嗽体会
《伤寒论》寒温并用方药临床应用体会
  四逆汤应用体会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足的体会
第三篇 思路示范
  一、临床研究思路
  拓展经方临床运用的思维途径
  试论《伤寒论》制法组方规律
  《伤寒论》寒热并用法与临床运用——兼论《伤寒论》寒热辨证模式与方法
  《伤寒论》杂病辨证思维模式
  《伤寒论》与现代生物钟理论的探讨
  中医治疗胰岛素抵抗的研究思路
  二、实验研究思路
  （一）实验研究方法
经方配伍实验研究概述
  《伤寒论》方化学成分研究述评
  （二）糖尿病研究
  加味桃核承气汤治疗糖尿病心脏病研究
 
加味桃核承气汤治疗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及其继发性磺脲类失效等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加味真武汤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研究
  （三）神经内科研究
  小柴胡汤治疗小儿多动症的研究
  柴胡桂枝汤加减治疗癫痫的研究
  三、文献研究思路
  （一）专题研究
  伤寒学术发展历史分期
  近50年《伤寒论》研究论文在我国72种中医药期刊中的分布



  近50年我国《伤寒论》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和?
  台湾地区《伤寒论》方临床运用与研究概况
  日本《伤寒论》研究述略
  《伤寒论》与道家学术思想探索
  解释学引入《伤寒论》解读的可能性和意义
  （二）相关文献研究
  柯琴与《伤寒来苏集》
  尤怡与《伤寒贯珠集》
  从《脾胃论》看李杲对仲景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试论《温病条辨》对《伤寒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篇 经方点读
二、伤寒名方古今运用
（一）桂枝汤的古今运用
【古代医家对本方的运用】
古代医家对桂枝汤无不推崇备至，尤其是唐宋以来，各医派逐渐形成较系统的理论，各
派医家都宗以本方理法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化裁，丰富与发展了本方的理法及运用
。
1.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以桂枝汤随证加减化裁的，有3方：
桂枝加川芎防风汤，治发热自汗出而不恶寒的柔痉。
桂枝加芍药汤（桂枝、芍药、石膏、黄芪、知母）治寒热大作等阳盛阴虚之疟证。
桂枝加芍药防风防己汤（桂枝汤加防己、防风），治发热脉沉细之太阴腹痛。
2. 清�柯琴《伤寒来苏集》谓：“桂枝汤为伤寒中风杂病解外之总方，凡脉浮弱，汗自
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
3. 清初�喻昌《尚论后篇�春温论治大法》中桂枝汤亦列为众方之首，有桂枝加生地汤
，余外十二法中，大部分以变通桂枝法，而广泛运用于临床。
4. 温病最忌辛温药发汗，但风温、温热、温疫、冬温之初期若有恶风寒者，温病学家吴
瑭宗桂枝汤解肌之理，以之导邪外出，使营卫调和，自然得汗而解。故在清�吴瑭《温
病条辨》一书中，把本方列为众方之首。
5. 陈氏从清�叶桂《临证指南医案》中探讨桂枝汤运用，认为无论风寒、温热及各种杂
病，凡是病机上具有卫阳受伤，营气虚寒，或在里的阴阳不和，在外的营卫失调等都可
以用本方化裁治疗。这对掌握运用桂枝汤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近代医家对本方的运用】第一篇 经方点读 二、伤寒名方古今运用
（一）桂枝汤的古今运用 【古代医家对本方的运用】 古代医家对桂枝汤无不推崇备至，
尤其是唐宋以来，各医派逐渐形成较系统的理论，各派医家都宗以本方理法结合自己的
临床经验进行化裁，丰富与发展了本方的理法及运用。 1.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以桂枝汤随证加减化裁的，有3方：



桂枝加川芎防风汤，治发热自汗出而不恶寒的柔痉。
桂枝加芍药汤（桂枝、芍药、石膏、黄芪、知母）治寒热大作等阳盛阴虚之疟证。
桂枝加芍药防风防己汤（桂枝汤加防己、防风），治发热脉沉细之太阴腹痛。 2. 清�柯
琴《伤寒来苏集》谓：“桂枝汤为伤寒中风杂病解外之总方，凡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
解者，咸得而主之也。” 3. 清初�喻昌《尚论后篇�春温论治大法》中桂枝汤亦列为众
方之首，有桂枝加生地汤，余外十二法中，大部分以变通桂枝法，而广泛运用于临床。
4. 温病最忌辛温药发汗，但风温、温热、温疫、冬温之初期若有恶风寒者，温病学家吴
瑭宗桂枝汤解肌之理，以之导邪外出，使营卫调和，自然得汗而解。故在清�吴瑭《温
病条辨》一书中，把本方列为众方之首。 5. 陈氏从清�叶桂《临证指南医案》中探讨桂
枝汤运用，认为无论风寒、温热及各种杂病，凡是病机上具有卫阳受伤，营气虚寒，或
在里的阴阳不和，在外的营卫失调等都可以用本方化裁治疗。这对掌握运用桂枝汤具有
一定的启发性。 【近代医家对本方的运用】 1. 近代医家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认为
邪伤营卫，皆因大气虚损致卫气漫散，邪得越卫而侵营，故立加味桂枝代粥汤。在桂枝
汤原方基础上加黄芪、知母、防风，治中风有汗，加黄芪补大气，以代粥补益之力；加
防风宣通营卫，以代粥发表之力，服后啜粥固佳，即不啜粥，亦可奏效；加知母以制黄
芪之温。综观张氏运用桂枝汤时，每每加黄芪以补胸中大气，固表抗邪；加薄荷以助其
速汗出；加天花粉助芍药以退热。若遇干呕甚者，加半夏以止呕，诚属经验之谈。 2. 经
方家曹颖甫《经方实验录》记载：谢先生，应友人宴，享西餐，冰淋汽水，畅饮鼓腹。
当夜即发热恶寒汗出，不吐而下利频作，腹痛后重，小便短赤，脉不沉而浮。拟桂枝汤
治疗，服药后表解利减，调理瘥。此即第276条“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之意。综观曹氏六则桂枝汤验案有其特点：一是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精神；二是三伏之
天不避桂枝；三是不分南方与北方之偏见。可见曹氏深研于桂枝汤而有所收获，正可作
为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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