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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ß 概述

ß 中医是什么

ß 中医是如何看病的

ß 如何看中医



概    述



ß 中医现状的简介

  •传统医学

  •非主流医学

  •替代及补充医学

  •大众对中医的认识及看法



中成药 饮片



废止中医第一人余云岫 方舟子质疑中医



大众热议的观点和观念

ß 西医治标，中医治本？

ß 急病找西医，慢病找中医？

ß 西医诊断，中医治疗？

ß 中医理论神秘、玄、难懂？



中医是什么？



提到中医，我们想到什么？

ß 经络、阴阳、五行

ß 神奇的脉诊

ß 起死回生的秘方

ß 养生之道

ß 保健品、代茶饮、药枕等等

ß 关于中医减肥我有话说



中医是什么

ß 阴阳学说

ß 五行学说

ß 经络学说

ß 藏象学说

ß 整体观念



阴阳学说

ß 起源

ß 基本概念

ß 阴阳鱼



阴阳的起源

ß 日光的向、背——阳面、阴面

ß 南北——寒热——天地——日月——昼夜——水火

ß 动静——进退——升降——出入——刚柔

ß 阴阳者，有名而无形

ß 事物的属性，而非事物本身

ß “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的概念

ß 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

 •它是属性，而不是具体事物和现象

 •阴阳只标示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

 •它不等同于矛盾，是带有特殊属性的矛盾

 •它具有无限可分性



关于阴阳鱼



五行学说

ß 五行的含义

ß 五行的特性

ß 五行的生克



五行的含义

ß 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运动

ß 首见于《尚书•洪范》

ß 《左传》：“天生五才，民并用之，缺一
不可。”



五行的特性

ß 木曰曲直

ß 火曰炎上

ß 土爰稼穑

ß 金曰从革

ß 水曰润下













五行的生克关系



五行的生克关系

1.关于口干的治疗，培土生金的重要性

2.失眠患者，水火阴阳之间的运行规律

3.久咳患者，肺肾两虚的特点

4.水肿、夜尿频患者，补肾阳的必要性

5.久病患者，阳气虚的病机特点



经络学说

ß 概念及基本功能

ß 经络学说的意义

ß 关于周天

ß 经络的实质



经，是主干；络，是分支



足少阳胆经起于眼外眦的
瞳子髎穴，由头面部起始，
经耳后、肩部、胁肋，到
下肢外侧，止于足第四趾
端。

本经脉一分支从耳后进入耳
中，出走于耳前；另一分支
向下穿过膈肌，络肝，属胆。



经络学说的意义

ß 具有理论解释功能

    ——运行气血、沟通表里内外上下，

         濡养脏腑器官

ß 具有临床诊治作用

    ——针灸、气功、导引等



●●



关于针灸铜人

宋代太医局里的针灸教学模型



关于周天

ß 小周天指内气在体内沿任、督二脉循环一
周

ß 大周天是指内气循行，除沿任督两脉外，
也在其他十二经脉上流走



小周天



大周天



关于经络的实质？

ß 神经中枢扩散说；植物神经扩散联动说

ß 某种体液的通道

ß 筋膜结缔组织说

ß 高电阻说

ß 等等



中医关于经络实质的解释

ß 经络存在于活体内

ß 人生则气聚，人死则气散

ß 存在于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中



藏象学说

ß 藏象的概念

ß 藏象学说的内容

ß 藏象学说的特点



藏象的概念

ß 藏，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

ß 象，是指表现于外的生理和病理征象

ß “藏象” 揭示了内部脏腑与外部形象之间
的关系，反映了中医学对人体生理活动的
认识方法。



藏象学说的内容

ß 脏有五，心、肝、脾、肺、肾，称为五脏

ß 腑有六，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
焦称为六腑



五脏为中心的功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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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气血津液与经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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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的关系——整体观念

ß 人与自然是一整体——天人相应



    《灵枢•岁露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
月相应也。”

    天地、日月即自然的代表。

    人生存于天地之间，与万事万物同样是自
然界的产物。

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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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人自身的整体性——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

自然与人的关系——整体观念



人自身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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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如何看病？



中医是怎样看病的



十问歌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
五问饮食六胸腹，七聋八渴俱当辨，
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
妇女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
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



我们的临床所见

发热的患者一定是实热证吗？

怕冷的一定是虚证吗？

肝气郁结的一定会骂人毁物吗？

不爱吃饭的一定是胃不好吗？

大便不通畅的一定需要大黄通便吗？



我们身边的中药有哪些

大枣          山药        枸杞子

龙眼肉        薏苡仁      莲子

绿豆          冬瓜皮      陈皮

花椒          砂仁        驴皮



中医的治疗手段

中药        针灸         艾灸

拔罐        点穴         耳穴压豆

刮痧        按摩       外用中药等



患者应如何看中医



就诊前注意

ß 不宜饮豆浆、牛奶、坚果；

ß 不宜吃色深食物；

ß 不宜饮酒、饮冷热；

ß 不宜饭后就诊；

ß 不宜剧烈运动后就诊



就诊中注意

ß 不要上来就说自己在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
和疾病诊断

ß 不要头痛说头，脚痛说脚

ß 不要把自己全交给大夫，只吃药就可以

ß 不要在中医大夫开方的时候问问题

ß 中药是以偏纠偏，要不断根据患者服药后
的反应和不同阶段的需要调整



谢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