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中医助理医师：中医内科学的成形阶段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2173.htm 王纶在《明医杂着》中指出：

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反映

当时内科的学术理论已成体系！ 明代，薛己的《内科摘要》

是首先用“内科”命名的著作，王纶在《明医杂着》中指出

：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反

映当时内科的学术理论已成体系。明清时期，内科的重要著

作有《医学纲目》《杂病证治准绳》《症因脉治》《医宗必

读》《张氏医通》《杂病源流犀烛》《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

录诸疾》《医宗金鉴，杂病心法》、《临证指南医案》等，

这些著作作为中医内科学已初具规模，它们在体例上将疾病

分门别类，在内容上多数含有疾病的概念、病因病机、辨证

论治、治疗方药和医案等。 明清时期，杂病和外感病的理论

有很大的发展。杂病方面，《景岳全书，杂证谟》主张“人

体虚多实少”，慎用寒凉攻伐；赵献可强调命门之火；叶天

土有“久病人络”之论。这一时期的专病论著明显增多，如

《慎柔五书》《理虚元鉴》《疟论疏》《血证论》《中风论

》等，对中医内科学的形成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

温病学家的成就，如叶天士的《外感温热篇》首创卫气营血

辨证，成为后世诊治温病的准绳；薛生白的《湿热病篇》对

湿热病证的发挥，充实了温病学说的内容；吴鞠通的《温病

条辨》提出三焦辨证，完善了内科热病学术体系。 这一时期

，理论上已不限于一家之言，而是博采历代众家之长，结合

自己的经验加以发挥，创造性地建立并完善了热病和杂病的



证治体系，使中医内科学术理论更臻成熟与完备。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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