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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特约 博士达药业

略论历代医家治疗老年病的观点及优势

$

!刘丹雯!!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 "#$%$""

摘要!通过查阅古代中医文献史料!选取"归纳了较具特色及有代表性的多位医家治疗老年病的观点!简要地叙述了各医家对

于老年病的认识及其诊疗优势!描绘了中医治疗老年病的概貌# 自$内经%较为系统阐述了老年病学理论以来!经历代医家的

补充和发展!中医老年病学日渐完善!尤其是宋元和明清时期的医家!在对老年病的认识和治疗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上!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 这些不同的学术思想各有千秋!既丰富了中医老年病学的学术理论体系!更可为临床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引#

关键词!老年病&先天之本&后天之本&虚劳&古籍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老年病理论体系形成于"内经#

从先秦时期开始#我国民间就十分重视老年病的防治#

然而能较为系统阐述老年病学理论的当始于$黄帝内经%&

$内经%对中医老年病学术理论发展的重大影响#主要是它首

先提出了人的天年寿限'老年界限'早衰原由'衰老成因'老

化特征'老年生理'病因病机'治疗原则'摄生抗衰'长寿要旨

等#中医老年病学的发展无一不是以$内经%的基本理论为起

点&

$灵枢(卫气失常篇%首先提出老的年龄界限为五十以

上#)人年五十以上为老*& $灵枢(天年篇%详尽地叙述了人

体从 %$ 岁开始#随着年龄的递增#脏腑'组织'器官逐渐衰老

退化#每隔 #$ 年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且大多数人不能寿尽

天年& $内经%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真气的)盛衰存亡*#并

提出真气保养的三大要素#即+)保养肾精以固其根#强健脏

腑以益其源#调摄阴阳以调其用*

,#-

& 其中关于年老而)血

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灵枢%"一语#高度概

括了老年病的病因病机#且)夫年长则求之于府* !$素问%"

则是老年病的重要治疗原则& 由此可见#$内经%中已经初步

形成了老年病学理论的学术体系#是中医老年病学术理论发

展的渊源&

'!历代医家发展

经过历代医家的充实和发展#中医老年病学日渐完善&

尤其是宋元和明清时期的医家#在对老年病的认识和治疗思

想的形成和发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基于$内经%对于老年病的最早认识#大多医家立足于

)本*#而中医所说的本#就有)先天之本*的肾和)后天之本*

的脾胃之分& 因而#历代医家对老年病探讨的着重点据此可

分为三派+首先是以保养)先天之本*为重的#代表医家有张

景岳'赵献可和喻嘉言等.其次是以强健)后天之本*为先的#

代表医家有朱丹溪'李东垣'胡慎柔等.还有就是以脾胃'肾

并重的#代表医家有叶天士和李中梓等& 除立足于本以外#

尚有明末汪绮石的虚劳防护#及将攻法也应用于老年病治疗

的张子和'虞抟'林佩琴等&

')#!保养'先天之本(为重!$内经(上古天真论%在描述人

之生'长'壮'衰的变化过程中#特别强调)肾气盛//身体盛

壮*#)肾脏衰#形体皆极*#这就鲜明地指出+衰老的成因在

于)肾*的衰&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根据$内经%)阳气者#若

天与地#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理论加以阐发#进而在$类

经附翼(大宝论%中提出+)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得阳

则生#失阳则死& 阳衰者#即亡阳之渐也*#从而揭示了肾阳

衰则折人寿的观点& 鉴于人体之寿夭取决于肾阳之盛衰#景

岳治疗老年病每以匡扶肾阳为先务& 如众所周知的咳喘'眩

晕'中风'胸痹'癃闭'消渴及便秘等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

发病& 景岳认为凡此疾病皆为肾阳衰所导致#故在治疗上注

重温补肾阳& 虽然景岳治疗老年病擅用补肾之品#但他对兼

后天不足者#遣方用药亦多兼顾脾胃& 如$景岳全书(新八方

阵%中拟金水六君煎治疗老年咳喘#此方由二陈汤加当归'熟

地组成#其中用二陈显然意在燥湿祛痰和胃#使无粘腻滞胃

之弊& 景岳所主的阳衰折寿论和所创的温补肾元法#极大地

丰富了老年病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同一时期的名医赵献可也属先天论者#他在其所著的

$医贯%中说到+)生而老#老而病#病而死#人所不能免& 但其

间有寿夭长短之差*#而)火乃人身至宝*

,##-

#然则决定人之

长寿或早夭的主要因素在于)命门之火*& 我们知道#在)命

门*问题上#古代医家众说纷纭& 其中较有代表性者莫过于

$难经%)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和$医旨绪余%)命门乃两

肾中间之动气*& 赵献可显然是支持后者的#他指出两肾)中

间是命门所居之宫//相火禀命于命门*#这也就是说命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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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火为肾间动气& 现今认为#命门之火即指肾阳#是生命本

元之火#寓于肾阴之中#对人体生殖'生长'发育及衰老均有

密切关系& 由此可见#赵献可把命门之火分析为机体衰老之

要素#确是见解精辟& 然则治疗老年病如何养火呢0 后世医

家从其医案中总结出二法#即温补元真之火和滋养水中之

火& 赵献可认为)命门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

离& 火之有余#缘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补水以配火

//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也& 亦不必泻水#就于水中补

火*!$医贯%".)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独以地黄滋养水中之

火& 世人皆曰灭火#而予独以桂附温补天真之火* !$医

贯%"& 由此足以证明赵氏治疗老年病以培养命门之火为主#

此乃其精髓所在& 而且他在注重命门之火的同时#并未忽视

后天脾胃的作用& 他认为)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

味不生矣*#)此*指的就是相火& 这也是他之所以强调先天

命门之火之妙谛所在&

及至清代医家喻嘉言#他不仅在整理发挥$伤寒论%方面

享有盛名#而且对老年病的治疗也颇有见地& 他在阐发衰老

成因时#十分注意肾阳的作用#指出+)高年人唯恐无火& 无

火则运化艰而易衰#有火则精神健而难老& 有火者老人性命

之根*!$寓意草%"#此处所指的火#应该就是肾中之真阳&

人所共知#人体各脏腑的正常活动均有赖于肾阳的作用#其

中脾与肾阳的关系尤为密切#若肾阳衰弱#既可出现由于温

煦生化作用不足所引起的精神疲惫'形寒肢冷等证候#还将

导致脾阳不足#运化水谷失职#进而使生化衰竭& 由此可见#

喻嘉言称火为老年人性命之根#的确有理可依& 他在肯定了

老人的命根在于肾阳之后#又提出了)收摄肾气#原为老人之

先务*!$寓意草%"& 在他看来#)肾中之气#易出难收*!$寓

意草%"#)阳气以潜藏为贵#潜则弗亢#潜则可久*#因)年高

之人#肾水已竭#其火易露*#这一观点始终贯穿在他所著的

$寓意草%诸老年医案中& 因此他在治疗老年病每每注重收

摄肾气& 然则如何收摄肾气呢0 他又指出+)治真阳之飞腾

霄越#不以龟鳖之类引之下伏#不能也* !$寓意草%"& 这些

独到的经验#受到后世医家的推崇和效法#可谓屡验不爽&

')'!强健'后天之本(为先!与上述三位医家着重点不同

的#是着重以强健 )后天之本*为先的一派医家& 究其根源#

始于$素问%中)年长则求之于府*一语& 府者#胃府也& 我

国古代医家将人体)胃气*的强弱视为长寿或夭折的重要原

因之一#然而谈胃则离不开脾& $灵枢(天年篇%将)六府化

谷#津液布扬*列为长寿之标志#正是因为人体脏腑组织活动

所必须的物质和能量均来源于脾胃的化生& 基于此理#$素

问(平人气象论%曰+)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从而把)胃

气*提高到重要的地位&

金元时期名医李东垣上承经旨#提出脾胃病则元气衰#

元气衰则必折人寿的思想& 他认为)人寿应百岁#//其元

气消耗不得终其天年* !$兰室密藏%"#他在$脾胃论%中亦

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

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不能充&*这

就揭示了元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之强弱& 他还说)究乎生死

之际#所著$内经%悉言人以胃气为本*!$内外伤辨感论%"#

进而强调)胃气岂可不养#复明养胃之理#故经曰#安谷则昌#

绝谷则亡#//胃不可不温#血温胃和#荣卫将行#常有天命*

!$兰室密藏%"& 因此他治疗老年之疾#多以调养脾胃为主&

而由其所创的脾胃学说对后世医家#尤其是温补学派影响很

大&

与李东垣同为金元四大家的)滋阴派*的创始人朱丹溪#

则将早衰的原因归结为)肾阴亏*& 他在所著$格致余论%中

说到)夫以阴气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

矣&*为此#他指出老年之人#多肾阴不足#)平居无事#已有热

证*!$格致余论%"& 然而在老年病的治疗上#他却主张从脾

胃入手& 在他看来)补肾不如补脾#脾得温则易化而食味进#

下虽暂虚#亦可少回*!$格致余论%"& 显然他是以后天脾胃

所化生的水谷精气来弥补先天之肾阴亏& 换言之#就是先天

已亏#求之后天& 我们知道#先天之精必须依赖后天水谷之

精气源源不断地供给#肾有损者#脾胃犹可补充足&

朱丹溪这种从后天来补先天的治疗思想#传至明代医家

胡慎柔时在其之上又有了新的创见& 他所著的$慎柔五书%

的精华就在于强调)后天之本*#认为)虚损诸病#久之皆属

脾虚*#)脾土一损#杂病多端*& 所以他提出+)凡诊老人及

病人#六脉俱和缓而浮#二三年间当有大病或死#何也& 脉浮

则无根#乃阳气发外而内尽阴火也& 急用保元或健中服之#

则阳气内收于内& 即反见虚脉#或弦或涩#此真脉也& 宜照

脉用保元助脾之剂#脉气待和#病亦寻愈#寿有不可知者&*这

其中所包含的深意是#教人对于老年沉疴重疾应当从脾胃着

眼调治& 所谓)有胃则生#无胃则死* !$景岳全书%上册"#

正因如此#所以胡氏治老年重病注重脾胃有生之气& 但他在

注重后天虚损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先天虚损#在他看来#)先

天固有损者#非后天损之#无以致病.后天既损之矣#而先天

又何能无损*!$慎柔五书%"& 因此#胡氏进一步提出+)治先

天者#治后天耳#岂能舍后天治先天*#故在老年虚损诸病的

治疗上也皆从调补脾胃入手& 他顾护脾胃的特点体现在选

方用药上多以缓方轻剂#而不用峻猛急方#如他选方多用六

君#补中益气#施药亦多以几分'一钱& 胡慎柔所主张的以后

天补先天的治法#和朱丹溪所论可谓一脉相承#互相辉映&

'),!先后之本同重!还有一派医家则认为无论是先天之

本#还是后天之本#对于老年人同样重要#治疗以脾胃'肾并

重& 明(薛己在疾病的治疗中#特别重视特别重视人体)先天

之本*和)后天之本*#即脾肾& 他强调辨证并精于辨证#认

为脾肾虚衰多为疾病的内因#治病注重从脾肾论治& 他不仅

是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的倡导者'实践者#善用补中益气#同时

又宗钱乙#善用六味地黄补肾阴#为后世树立了补肾之典范&

赵献可补肾温命门之说实从薛己始#对确立虚损的治疗思想

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然更可贵的是#将二方合用#脾肾同

治却是薛己的发展& 薛氏指出+)劳瘭大抵属足三阴亏损#当

用六味合补中益气#若脾胃先损者#当以补中益气为主#以六

味地黄丸温存肝肾*

,'-%-

& 他能将补脾和补肾有机结合#并运

用藏象'气血'阴阳及五行生克制化等理论#综合论治#五脏

并调#或补火生土.或补土生金#或虚则补其母#以治疗内伤

虚损各证#可纠误弊#起沉疴& 他认为脾虚可独立为病#但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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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作为病机的主要方面见于各种老年病之中#且强调人以

胃气为本#如)盖脾胃为五脏之根蒂#人身之本源*

,'-#$,'

& 因

此薛己以补中益气的方剂为主#补脾益气#使气血生化有源#

以治其本.再根据不同见证#配合清热'行气'燥湿'祛痰'疏

肝'发表'安神等法#以治其标#其中补中益气汤应用最为频

繁& 同时他所治之老年病#也有很多是肾虚为病机的主要方

面#为病之本& 因此薛己常以补肾的方剂为主#)益火之源以

消明翳*或)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治其本.再根据不同见

证#配合补气'补血'健脾'燥湿'凉血等法#以治其标& 肾阴

虚多用六味丸!六味地黄丸".肾阳虚多用八味丸!即金匮肾

气丸中干地黄易为熟地黄'桂枝易为肉桂"& 并创制四神丸#

用治命门火衰之五更泄& 总之#薛己能灵活地运用补脾'补

肾之法#并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所著的$内科摘要%

一书中所叙虚损等证貌似实证#内伤而状似外感#或病因误

治而成危候#时医遇此#多犯虚虚之弊& 而薛己精于辨证#抓

住内伤虚损之本质#不为表象所惑#确立以补脾益肾为主#兼

以其他治法为辅的治疗原则#体现了其注重辨证#重视脾肾

的学术思想&

而同是明代医家的李中梓也擅长治本#因)新病年壮者

多实#久病年衰者多虚*!$顾松园医镜%"& 在这一思想指导

下#读他著的$医宗必读%#可看出他对老年虚劳'咳嗽'中风'

淋证等病证的治疗#无一不是从脾'肾下手& 他说+)水为万

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进

而提出+)善为医者#必责根本* !$医宗必读%"& 他还认为

)补肾理脾#法当兼行& 然方欲以甘寒补肾#其人减食#又恐

不利于脾& 方欲以辛温快脾#其人阴伤#又恐愈耗其水#两者

并衡而较重脾者#以脾土上交于心#下交于肾故也& 若肾大

虚#而势固笃者#又不可拘& !$医宗必读%"这就告诉我们#

高年之人#非但肾脏虚耗#且脾胃也薄弱& 因此#李氏在治疗

老年病中很重视调养胃气#反对)惟知尽剂#不顾本元*者&

这都与我们今天的认识相一致& 暮年之人#大多脾胃虚弱#

不能耐受大寒大热#亦难任猛攻峻补#只宜调养温补#因胃气

一败#百药难施& 也提示我们#治疗老年病不可急躁求成#而

是必须缓图其功&

到了清代#名医叶天士在此法上又有更新的创见& 试读

其著作及相关医案#不难看出他治疗老年病也多采用补肾和

健脾益胃法& 他的这种治疗观点#亦有其思想理论依据& 在

他看来#人届高年#非但肾阴亏和肾气衰#而且阳明胃脉也虚

弱& 他在$临证指南医案%就反复提出+)五旬又四#阳明脉

衰*#)高年阳明气乏*#)此年高下焦空虚#肾气不纳所致*&

临床上确实可见老年肾衰体弱犹可从脾胃培补而康健者#假

若脾胃亦衰#则先天枯竭#后天又生化无源#那么生命也就危

殆了#如$扁鹊传%之)形羸服药#四不治也*&

回顾上述历代医家对人体衰老成因的阐发#如朱丹溪强

调肾阴亏的一面而从脾胃论治#张景岳偏重肾阳衰的一面而

温补肾阳#叶氏则将阳明胃和肾放在同样的高度上来治疗#

较之前人#可说是更为完备#分析得更全面&

')%!虚劳辨!以上三派的医家治疗老年病皆立足于脾'肾

二本#然还有一位医家提出另一种治疗观点#他就是明末医

家汪绮石& 他鉴于当时)病虚劳者#委命于庸医#而轻者重#

重者危*#故特著$理虚元鉴%一书流传于世#是书对虚劳的

辨证'审脉'立法'处方均有独到之处#而老年病又以虚劳之

症居多& 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治肺与治脾肾并列成为治虚

三本#并重点提出清金保肺治则& 绮石先生强调治虚有)三

本*#)肺'脾#肾是也*& 又言)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

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理虚

元鉴%"& 指出东垣发脾胃论#成为金元四大家之首.丹溪深

明滋阴之理#故为治虚劳之一代宗师+立斋究明补火#补火则

阴火自消& 但此)三先生者#皆振古之高人#能回一时之习

尚#辟岐黄之心传者& 然皆主于一偏#而不获全体之用*

!$理虚元鉴%"& 后世行已之人#从此拘泥成风#不善变通&

绮石先生认为)若执东垣以治者#未免以燥剂补土#有拂于清

肃之金* !$理虚元鉴%".)若执丹溪以治者#全以苦寒降火#

有碍中州之土化*& 故绮石先生主张)执两端以用中#合三部

以平调* !$理虚元鉴%"#即肺'脾'肾同治& 宜)清金保肺#

无犯中州之土& 此用丹溪而不泥于丹溪也* !$理虚元

鉴%"#)培土调中#不损至高之气& 此用东垣而不泥于东垣

也* !$理虚元鉴%"& 以此则)金行清化#不觉水自流长& 乃

合金水于一致也* !$理虚元鉴%"#起到提壶揭盖的作用&

如是则土金相生#金水相益.五脏气旺#虚疾除矣& 治虚除有

)三本*之外#绮石先生还主张治虚要)二统*#即统之于肺'

脾& 认为)人之病#或为阳虚#或为阴虚* !$理虚元鉴%"&

凡此两种#阳虚为主者#统之于脾+阴虚为主者#统之于肺#

)其治阳虚主健中#脾为百骸之母也+其治阴虚#主清金#肺为

五脏之天也* !$理虚元鉴%"& 故治虚统之于脾'肺#方为治

也& 但是统于脾#并非置肾于外而不顾#而是因他不满于时

弊#治阳虚者唯言命火#治阴虚者只求肾水的泛泛之论& 为

了改变这种积习#提高虚劳病的治法和疗效#创造性地把补

肾之法#分寄于肺'脾之中#明确指出+)专补肾水者#不如补

肺以滋其源#//专补命火者#不如补脾以建其中* !$理虚

元鉴%"#只是)虚劳之施治有次序#先以清金为主#金气少

肃#即以调脾为主.金土咸调#则以补肾要其终* !$理虚元

鉴%"& 这样#不仅避免了辛热伤阳#苦寒伤胃的弊端#更为虚

劳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然绮石先生治疗虚证#

并非仅治其肺'脾'肾三脏#还主张)治虚要统五脏以同归也*

!$理虚元鉴%"& 清(柯怀祖称绮石之论虚劳#犹仲景之论伤

寒#足见该书学术价值非同一般& 不但此#先生对虚劳很重

视防护#提出了著名的)知节*')知防*')二护*')三候*'

)二守*')三禁*的防护原则#颇具临床指导意义&

')"!其他!上面所述的以先'后天之本立论的医家#经辨证

后在治法上#多以补法为主#然从治法来分#历代名医对老年

病的治法亦有主攻'攻补兼施& 其中#主攻的代表者当属金

元张子和& 他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 !$儒门

事亲%"#喜用汗'吐'下三法& 他在$儒门事亲%中就再三说

到老年病断不可补#)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邪气加

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且)先论攻

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 对于病邪盛而正气未虚者#子和

多取峻下或吐#直坼其邪.对于年事高'体质虚而久病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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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应性皮炎中医证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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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反复发作的皮肤病!与中医学的 '胎敛疮("'奶癣( "'湿疮("'四弯风("'血风疮(等相

似 !近年来中医药对其研究较多# 本文综述了特应性皮炎的中医病因病机"证候分型"辨证论治及相关实验方面的最新研究!

认为特应性皮炎是由于脾肾亏虚!外加风"湿"热诸邪!相搏于皮肤而发病# 其证型相当复杂!应根据皮损和全身症状"发病不

同年龄阶段"急性期和慢性期等不同而进行辨证论治# 并指出特应性皮炎的中医研究应该更加规范化!从而形成一套完整

的"系统的特应性皮炎证治体系#

关键词!特应性皮炎&辨证论治&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特应性皮炎!012345678901414:# *;"#又名异位性皮炎'遗

传过敏性皮炎等#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瘙痒性'炎症性

皮肤病#主要症状为皮疹和瘙痒& 本病常自婴幼儿期发病#

病情迁延反复#部分可持续至成年期#且 -$<的 *;患儿日

后可发展成过敏性鼻炎或哮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

特应性皮炎与中医学的 )胎敛疮*')奶癣* ')湿疮*'

)四弯风*')血风疮*等相似 & 近年来#随着全世界对中医药

治疗*;关注程度的增加#以及我国*;发病率的增高,#-

#国

内对特应性皮炎的中医证治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将

其综述如下&

#!病因病机研究

目前#中医大多认为特应性皮炎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耐#

脾虚不足#外加感受风'湿'热诸邪#相搏于皮肤而发病,'-

&

一般初起和急性发作者多以风湿热困阻为主#病久和缓解期

多为脾虚湿恋或阴虚血燥

%%%%%%%%%%%%%%%%%%%%%%%%%%%%%%%%%%%%%%%%%%%%%%

&

和多用缓下和探吐法.而每吐下之后#病邪虽然除去#但正气

也受损#为了补救此弊#子和多教人以饮食或药物调养以善

后& 同时他也强调若是体弱气衰之人#忌用吐下& 并且也赞

同在某种情况下运用补法#那就是)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

人*& 许多没有深究的人都只知道下就是泻就是攻#而不知

$内经%中所谓下者#某种意义上也是补法& 所谓陈芕去则

肠胃洁#瘕尽则荣卫昌#不补之中#其实是真补& 这种攻中

寓补#邪尽正复的观点就体现了张子和治疗老年病的独特风

格&

到明朝虞抟受金元诸子治疗老年病学术思想的影响#从

中受到启发#创立其特有的攻补兼施法& 他所著的$医学正

传%中 )秘结*和)噎膈*篇中的医案就有用此法治疗#攻中

寓补#且攻不伤正& 因此#他治疗老年病很注重扶正气以祛

病邪& 并且他很擅用单方验方治疗老年病#如用地肤草捣汁

治疗癃闭&

清代医家林佩琴在其所撰的$类证治裁%中又极大地丰

富了老年疑难'危急症的治疗经验& 他将老年暴病速急归结

为火#并以镇摄之法治之& 诸病中严重危害老年健康者#莫

过于中风'胸痹及哮喘等#而中风尤其病势急重#预后不良&

然林氏镇摄之法#镇肝以风熄#大有未中先防#既病防变之

功& 并且虽然大家都认为老年人体虚治当求本#然标急危及

生命或影响本病时#林佩琴多先顾其标#再治其本& 而同时

期的雷少逸诊诸老年时病患者#无不首先顾护正气#注重补

虚#多不妄用伤正& 他认为#年届古稀#体质本虚#倘被风邪

所侵#便为兼证#散风更虚其正#要散邪而不损正#因此他多

用参苏饮'补中益气之类来治外感病& 到了近代医家张锡

纯#则认为老年人)久病多虚*')久病多瘀*#所以他在治疗

上多采取补虚化瘀& 而我们现在临床所见#老年病虚而兼瘀

者确非少见& 张锡纯这一独到的见解#在现今颇受重视#是

研究老年病热点之一#受到很多医家的推崇&

,!小结

综上所述#中医在老年病的治疗上源远流长#从$内经%

奠定中医老年病学的基本理论后#经后世医家实践经验的积

累和对学术理论的发挥#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这些不同的

学术思想各有千秋#丰富了中医老年病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及

临床实践& 它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有赖于今天的我们来深

入研究并发挥之#使其为我国乃至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

献&

参考文献

,#-程正合)浅谈古代医家对老年病防治的论述,=-.实用中医药杂

志#'$$%#'$!##"+>>'.

,'-薛己.薛立斋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

,,-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收稿日期*'$$-@##@'-!责任编辑*曹征+

("+(

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 期 !

http://www.ajutc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