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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從中醫藥典籍中彙編完整的結核病相關資料，重新檢視古人

對此病的想法，試圖從中突顯出各時代和各醫家的診治特點，建

立相關的方藥資料庫，並回顧現代中醫藥診治結核病的研究成果。 

由於結核病是西方的醫學名詞，所以有必要先解說其歷史沿

革，並展現它在現代醫學中的內涵，這一部分即構成本書的第一

章。第二章則提出相關的中醫病證名，結合電子中醫藥典籍和目

錄學分析方法，展現相關文獻的分布情況和大致的疾病屬性。第

三章到第五章分別依序評論漢至金元、明代、清至民初的典籍文

獻，顯示傳統中醫學強調此病是由正虛加上外邪而產生的，正虛

多起因於嗜慾不節，而外因最初在漢晉時期是以屍氣和鬼邪為

主，故最早出現的病名是傳屍、鬼注、屍注等，到南宋時則轉移

成以瘵蟲致病說為主，而病名也變成以癆瘵為主軸，甚至到民國



初年時，隨著西醫學的傳入，確立結核桿菌為病原體，病名又改

變為肺癆和肺結核。治療的方劑也從初期較簡易的藥方（內外用

兼具）和食療，演變成唐宋金元時期的繁複方劑（內服為主），

至清代時漸漸形成針對氣虛、血虛、陰虛、陽虛等辨證分型為主

的補養方劑（仍以內服為主）。至於歷代方劑的統計，於第六章

中彙整出現頻數最多的前 20 名方劑，共 23 方，其中的 8 方基於

保育類藥物的使用和毒性的考慮，已不適用於今日，剩餘的 15 方

中，又可從中歸納出較常出現的藥物 13 種，以提供做為未來組方

的可能基礎。第七章則試圖展現近十年結核病中醫藥研究的進

展，發現不論是在基礎實驗或是臨床研究等方面，都小有成果，

不過仍存在著許多進步的空間，特別是較缺乏嚴謹的隨機受控臨

床試驗。由衷地期待此文獻整理的成果，能引起更多學者投入相

關的醫學史探討、基礎研究以及臨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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