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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中医药科技文化发祥很重要的地方，素有 “秦地无闲草，陕西多

名医”之美誉。自古以来，在陕西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中医药学家，代不乏

人，亦不乏术，中医药在这里不曾有文化上的断层。药王孙思邈，就是隋唐

时期他生活的年代最伟大的医药学家，承上启下，在医林影响一千三百多

年，以至于今。陕西中医药学家、学者，传承医祖医圣药王的医经经方时方

和各科医学思想及经验是多方面的，其内容丰富多彩。

近代以来，陕西中医学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医院、西

安市中医医院、各地的中医大专班、各市县的中医医院和各民营中医药医疗

科研单位，荟集了一大批名老中医、名中医、中青年中医新秀，还有众多的

民间名中医。他们的学术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医药科技文化资源，需要及时的

挖掘整理，用以指导后来的学者。同时，也可以为那些因时空等各种原因而

不能亲自在名老中医身边学习的从医人员，提供一个如同在名医名师身边学

习的机会。

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和推广应用的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直非

常重视，从“十五”开始，就确立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的挖掘整理

及推广的专项研究，陕西省也出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实施名医名科名院的“三名”战略。

这项工作是收集整理、继承应用名 ( 老) 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

验，培养中医人才，开展学术交流，进行中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和

平台，在中医临床、中医药教学，中医学术流派传承，中医药科研等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成为中医学发展中的一项不可替代的重

要工作。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套 《名老中医师承工作室系列丛书》，

就是基于上述需要而组织编写的。本丛书将每位名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分为

医家传略、学术研究、临床经验、医案医话及个人文集五个篇章来编写。

书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 “医案医话”部分，均为各位名老中医的临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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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体现了多种精粹内涵。对继承和发扬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促进中医
诊治疑难病的水平，乃至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具有一定的参鉴作用和现实
意义。

00 2



前 言

前 言

我的恩师支军宏主任医师，1939 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州 ( 今耀县，新归

铜川市耀州区) 。那个年代，当地处于苏区边缘，由于国民党顽军对苏区的

围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疾病横行，虽不像张仲景在《伤寒论》序

中描述的死亡者三分有二，但生灵涂炭，在支老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

伤痕。耀州为唐代名医孙思邈的故乡，由于连年的战争，短医少药，民众有

病往往只能到药王山烧香祈求，心系民众疾苦的支老于是立志学医治病。他

于 1957 年就读于陕西省西安市卫生学校，1960 年毕业时被送到陕西中医学

院学习中医，1964 年学业期满，分配到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 原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所，现为陕西省中医医院) ，从此走上了救死扶伤的征途。

老师常讲在学校的学习过程，除各门必修功课，有时间的话要更多阅读

古籍医案，通过对《中医文史》的学习，了解更多的古代医家，让老师渴望

成为一代名医，以《大医精诚》作为行医准则，要求我们能够背诵。老师以

扁鹊为榜样，急病人之所急，在工作早年，陕西南部钩端螺旋体病较多时，

下到基层一线进行防治，并开展了 “中药治疗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应用

中药“六一解毒汤”防治钩体病，最终取得了显著疗效; 随后又到陕西北部

的黄龙县等地进行地方病———大骨节病的防治; 经常带领医疗工作队———社

交工作队，为基层培养出了一大批医疗队伍; 后来他以肝病防治为重点方

向，担任内科肝病组组长，于 1987 年担任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副

院长，主管医疗，主持或参加了 “肝悦片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的研究”、

“乙转灵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研究”、“乙肝病毒标志物体内水平与季节的关

系的研究”等会议活动为中医肝病的防治作出了贡献。他在担任陕西省中医

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陕西省中医学会肝病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主任委员期间，以讲课、学术交流的形式，为省内培养出了一大批

中医肝病人才。我的师兄李煜国作为老师的第一期学术思想继承人，在老师

的培养下，技术职称由主治医师升至主任医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

家、陕西省新世纪“三五”人才、陕西省卫生系统 “二一五”人才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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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担任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秘书、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常委)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评审专家，成为肝病防治学术带头
人; 而我本人作为老师的第二期学术思想继承人，在其培养下，技术职称也
由主治医师升至副主任医师。

老师教诲我们: 医者，仁术，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他作为药王故乡的
中医传人，常以身作则，遵循《大医精诚》所说: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
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勿避险巇、昼
夜、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所
谓行大医者以解决众生疾苦为大，然而只有具备精诚者，可承大医之名。
“精”于高超的医术，“诚”于高尚的品德。要求医者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

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还必须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不仅要有
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之心，并且要发愿立
誓“普救含灵之苦”。

老师业务精湛，医德高尚，深得患者和同行们的好评，获得了以下许多
荣誉: 1989 年 4 月被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评为 “1988 年度先进个人”，1996

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省第一、第二批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并获得荣誉证书，1999 年 2 月获陕西省卫生厅“创佳
评差”竞赛最佳个人奖，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1996 年度先进个人，陕西省
中医药研究院 1998 年度先进工作者，中共陕西省中医研究院 1998 年度优秀
共产党员，2008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名老中医”称号。

对于老师的学术思想，我们仅仅继承了一少部分，本书仅仅介绍了老师
的常用方剂、治疗肝病的常用方剂、用药经验，整理了老师多年的讲稿如药
物性肝病研究进展、肝硬化腹水的中西医诊疗、肝纤维化的辨证思路、肝性
脑病的中西医治疗、肝衰竭的研究进展、肝性胸水诊疗特色等。今以成书以
谢师恩。

作者
201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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