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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素问·灵兰秘典论》：“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王冰注：“位高非君，故官

为相傅。主行荣卫，故治节由之。”肺居胸中，其位最高，对其他脏腑有覆盖、保护作

用，即所谓“肺为五脏之华盖”。肺主气，司呼吸，助心主治节，具有通调水道的功

能。肺叶娇嫩，易受内外之邪侵袭而致病，故又称“娇脏”。其开窍于鼻，外合皮毛，

故六淫外邪易从口鼻、皮毛而入，首先犯肺。其气贯百脉而通它脏，故内伤诸因，除

肺脏自病，它脏有病亦可影响到肺。因此，肺与人体气血津液的代谢以及其他脏腑

密切相关。

关于肺脏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记载散见于历代文献，而鲜有系统论述者。

本书以肺之气、血、阴、阳、经、络、痰、瘀、毒、虚十个方面为总纲，详备阐述了其深刻

内涵。每一纲目要点均以中医古典文献为基础，寻根溯源，严谨考证，并结合历代

医家的论述以及理论发展进行分析归纳。同时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从更广的角

度论证肺脏生理机制和病理因素产生的原因。借鉴现代研究的成果，清晰阐述了

中医肺脏相关概念的本质。

本书通过翔实的文献研究和大量的临床验证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如对

“肺痰”的探讨，将其提升到一种理论学说高度而加以系统性论述，并以临床应用佐

证。通过对“肺痰”理论进行学说层次的深入研究，包括肺痰的概念和分类、产生机

制、临床表现、肺痰与全身之痰的联系与区别、诊断依据、治疗原则等内容，探讨“肺

痰”在临床上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中的特殊致病意义，发展了中医“肺痰”学说理

论，完善了中医内科学中肺系病证的理论体系，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

据。又如对“肺瘀”的证治规律系统的规范化论述，梳理文献记载，探讨“肺瘀”生

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几大方面，并研究活血化瘀方药对肺系病的治疗作用。通过

“肺瘀”患者血液理化指标的改变以及用活血化瘀治疗前后指标的对比，分析“肺

瘀”与现代医学理化指标的相关性，对“肺瘀”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归纳，明确其

证治理论，规范其应用方药，明了其作用机理，将“肺瘀”理论系统化，为基础及临床



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肺系疾病的发病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近些年来我

国对肺系疾病的防治任务不但没有减轻，相反却愈加繁重。呼吸系统疾病在我国

前十位主要疾病死亡率中居第四位。同时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严重的大

气污染、雾霾天气、化工排放等不利因素以及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均使肺系疾病

的患病率不断增加。同时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在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爆发的ＳＡＲＳ、

新型禽流感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也对相关疾病的防治带

来巨大挑战。而在具体的临床应用过程中，中医在相应的防治领域显示出其独特

的优势，尤其是中药在抗病毒、抗肺纤维化等治疗方面显示出良好前景。

本论著是对肺系理论的一次详尽总结和发展，是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

补充。不仅促进了肺系相关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对肺系疾病的临床诊疗具有重大

指导意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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