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匮要略临床应用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通过记录心得体
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
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金匮要略临床应用心得体会篇一

金匮是古代药学经典著作，《金匮要略》被称为金匮之宝，
是医学界瑰宝中的瑰宝。研读金匮，不仅可以深刻理解中医
药学的精髓，也能让人得到很多的启发和提升。通过阅读金
匮，我深感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从中获得了很多心灵的滋
养和智慧的启示。

第一段：探寻金匮之谜

金匮象征着瑰宝，金匮之书一直为许多从事中医药学的世代
所推崇。然而，对于金匮的心得体会，不仅反映了对中医药
学的理解与解读，也能从中窥探作者的智慧与品性。通过阅
读金匮要略，我发现其中包含丰富的中医理论与实践，深深
吸引着我的心灵。

第二段：治未病的智慧

金匮要略中有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善治之于未病者，藏
精气于内，以候时人，使之发于未有之病而先取之。”这句
话表达着中医重视治未病的理念，即通过调理身体的气血、
精神等方面，预防于未然，以达到保健身体、预防疾病的目
的。这一智慧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医药学的独特价值，也激发
了我更深入研究中医药学的动力。

第三段：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



金匮要略中，在论述疾病的成因时，提到了环境与健康的关
系，认为人体健康与环境和谐密不可分。这使我对人与自然
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思考产生了更深的体悟。人类与自然，
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系统，只有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
和谐相处，才能真正达到身体健康和内心平静的境地。

第四段：审视现代医学的局限

金匮要略中所蕴含的智慧与知识，使我审视了现代医学的局
限性。现代医学重在治疗疾病，往往忽视了疾病的复杂性和
整体性，导致了许多病因未能得到从根源上解决。而金匮要
略，则对疾病的原因、症状、治疗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系统的
分析和阐述，不仅关注疾病症状的治疗，更注重调理身体的
整体平衡。这让我深感中医药学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也
对现代医学有了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第五段：坚持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

读完金匮要略，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也从
中获得了心灵的滋养和智慧的启示。金匮要略教会了我如何
从整体上看待健康和疾病的问题，更加了解中医药学所强调
的个体差异与整体平衡的观念。在现代医学追求效率和技术
的时代，金匮要略不仅提醒着我们“治未病”的重要性，更
教会了我们如何走出困境，开启中医药学的新篇章。因此，
我们应当坚持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将其智慧与价值传承
给后世，并继续拓展中医药学的边界，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
大的贡献。

金匮要略临床应用心得体会篇二

金匮要略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一，其内容丰富、精华纷呈。读
完金匮要略后，我们不仅可以从中领悟到人体形体构造和生
理生化过程，还可以学习到中药治疗的相关知识。在我的学
习过程中，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想和大家



分享我读金匮时的一些体会和感受。

第二段： 关于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是中国古代医学经典，相传由汉代著名医师张
仲景所著。该书共分三部，包括了中医诊断、病理、病因、
病机、治疗等方面，内容涉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中
药配伍等内容。金匮要略成书于数千年前，但因其深入浅出、
条理清晰、内容实用而备受中医师和学生的推崇。

第三段：金匮带给我的收获

在我的学习中，金匮要略让我了解到了许多有关中医的知识。
例如，我从书中了解到了中药的配伍和熟知的中药方剂，这
对于我更好的理解和应用中药治疗十分有益。同时，书中介
绍的疾病症状、诊断方法和治疗过程也使我对中医学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总的来说，金匮要略带给了我更为领域、系统
的医学知识。

第四段：深度剖析

读金匮，不仅是理解中医相关知识，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培
养。金匮要略中的医论，有着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深度的
中医认知方式。它们往往通过挖掘病机，抓住决定疾病发生
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找寻治疗疾病的方法。这些思维
方式，极大地拓宽了我的思考视角，激发了治疗某些复杂疾
病的创造性思考，为我今后成为一名专业的医师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第五段：结语

金匮要略带给了我很多收获，它对我的学习和成长都起到了
关键的促进作用。读《金匮要略》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
耐心和毅力。但是，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我们才能真正地



领悟其中的奥妙，更好地应用于实践中。我相信，随着学习
的不断深入，我将会在中医领域中获得更多的成就。

金匮要略临床应用心得体会篇三

湿为六淫之一，《金匮要略》中湿病是以病因命名。其三，
温阳化湿，有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等，主
治外寒伤阳、风寒湿邪着于肌表不去之证。故六首方剂所
用11味药，除附子以外其性皆温，乃取温化以缓图也。虽附
子辛热，但与他药相伍，已属因势利导之法。...

湿为六淫之一，《金匮要略》中湿病是以病因命名。大凡因
湿致病，有内外之分，治疗原则不外化湿、燥湿、发汗和利
小便等。《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篇主论外湿，
列为十一条，在治疗上备有六张方子。从整体上来看，实系
治湿病的三个取微汗法。盖因湿属阴邪，最易伤阳，其性濡
滞，不易速去故也。其一，开泄腠理，有麻杏薏甘汤和麻黄
加术汤，主治表实证;其二，益气祛湿，有防己黄芪汤，主治
表虚证;其三，温阳化湿，有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
附子汤等，主治外寒伤阳、风寒湿邪着于肌表不去之证。

从湿病所列六张方子之组成分析，助阳化气和祛湿解表，两
者相辅相成。治外湿固以发汗为主，但须顾护人体阳气。因
湿属阴邪，伤阳为先，其性濡滞，不易速除。祛湿则有益于
助阳，助阳则湿邪易化。故六首方剂所用11味药，除附子以
外其性皆温，乃取温化以缓图也。虽附子辛热，但与他药相
伍，已属因势利导之法。

生姜、大枣、甘草三药，临证亦不可忽视。盖因表湿伤营损
卫之时，表气不和，则有碍湿邪之外透。仲景善以姜枣草合
用，能外和营卫，通津液以和表;内健脾胃，风湿之邪易于外
泄而解。

仲景立法严谨，用药精专。以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和甘



草附子汤为例。三方的治疗作用主要取决于桂枝、附子、白
术三药间的配合。其取舍之理，原文所述不甚分明。笔者认
为附子配桂枝，其温阳作用偏表，温经散寒，使湿从表解;附
子协白术，温阳作用偏里，助里阳以化湿，则湿从里去，三
药同用，则表里皆治。所以，临证首应分辨邪气在表抑或入
里，孰多孰少，以免用药盲目，药力牵制，有碍疗效。

综观《金匮要略》治湿之法，表实者发汗不忘利湿，表虚宜
微汗而不忘益气;阳虚补阳为先，正虚扶正为上，乃是后学在
临床上应掌握的关键所在。

金匮要略临床应用心得体会篇四

金匮是一种古代保险箱，在古代被用来存放贵重物品。然而，
对于现代人来说，金匮更多地是一种象征，代表着珍贵的心
灵财富。金匮的价值不在于它所保存的物品本身，而在于它
所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和启发。下面将从“珍藏宝贵时
光”、“守护心灵足迹”、“珍贵人际关系”、“保持积极
心态”和“传承珍惜价值观”五个方面，谈谈我对金匮的体
会和感悟。

首先，金匮象征着珍藏宝贵时光。时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它如同流水一般，不可逆转，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有有限的时
间可以利用。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抱怨时间不够用。
然而，当我们想要珍藏一段值得回味的时光时，金匮就变得
尤其重要。通过将宝贵的瞬间记录下来，并将其放入金匮中，
我们可以时常翻阅它们，让这些美好的回忆永远伴随着我们，
使我们时刻珍视和感激过去的时光，不让它白白流逝。

其次，金匮也可以视为守护心灵足迹的象征。生活中的每个
人都有情绪的起伏，有喜有忧，有悲有乐。这些情绪和心灵
的足迹如同宝藏一般，我们可以将它们记录下来，以便在未
来的某一刻回顾和寻找自己曾经的感受和思考。金匮的存在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还可以在我们迷



茫时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让我们保持冷静和平和，明确自
己的内心需求和方向，不因他人的评价而迷失。

第三，金匮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珍贵的象征意义。人是社会生
活的动物，与人交往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
这种人际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它需要我们去维护和珍惜。金
匮可以提醒我们要珍惜瞬间与他人的相处，与亲友交往中的
快乐和温馨，鼓励我们用心倾听和关注他人，保持真诚和善
意的言行，以增进我们之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在我们年华
渐逝之际，这些人际关系会成为我们内心的一处宝藏，陪伴
我们孤寂的时刻。

第四，金匮也为我们提供了保持积极心态的空间。在纷繁复
杂的社会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保持积极的
心态是我们战胜困难，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金匮可以成
为我们存放正能量的场所，通过记录一些激励和激动人心的
文字和图片，我们可以在遇到困难时打开金匮，从中寻找力
量和动力。同时，金匮中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提
醒我们努力奋斗，不断向前。这样，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
都能找到前进的方向，并保持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困难。

最后，金匮也有助于传承和珍惜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人在
生活中所坚持的原则和准则，它是指导我们行为的精神纲领。
而金匮可以让我们将这些价值观记录下来，以便在未来的某
一天传递给他人，让他们受益。在金匮中保存这些珍贵的价
值观，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温和坚守自己的信仰，还可以激发
我们更好地影响和帮助他人，传递正能量，影响和改变他人
的生活。

总之，金匮不仅是一种古代的保险箱，更是一种珍贵的心灵
财富。通过珍藏宝贵时光、守护心灵足迹、珍贵人际关系、
保持积极心态和传承珍惜价值观，金匮可以给我们带来思考
和启发。在我们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不妨借助金匮来回望
过去、规划未来，让心灵财富永恒地陪伴着我们。



金匮要略临床应用心得体会篇五

原先打算，一条一条的写，但写了几条后发现如果前后不对
照的话，没法写。原来的条文本来就是比较乱，还是按某种
方式总结比较好。不过，加上jt、郝万山的，自己只看了三遍，
感觉水平还不行，也不知道该怎样总结。哎，试试吧，开头
总是最难的，想哪写哪吧，以后再整理。

1.胡希恕讲座依据的伤寒论版本，根据讲座来看不是桂林古
本，应该是宋.林亿等校正的《伤寒论》通行本，并参考成无
己本，很多也与《医宗金鉴》对比。

2.胡希恕认为伤寒论中前面的脉法、伤寒例等是王叔和搞的，
非仲景所写，所以他不讲这些。我听的伤寒论讲座是直接
从“辩太阳病脉证并治上”开始的，包括下面的六经病，有8
篇：

辩太阴病脉证并治 辩少阴病脉证并治 辩厥阴病脉证并治

3.每次听的时候都在想，为啥太阳病讲上、中、下三篇，这
么长?

六经的条文共381条，太阳病三篇就占了178条，占了快一半;
全书方剂112方，太阳病三篇就占了74方，一半还多。目
前(以后不一定，呵呵)，我的理解是：

对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体来说，开始得病时病邪应该都是从
外到内影响人体(不是从表到里，少阴病也有表证)，也就是
说对理论上健康的人，最先得的病应该全部是太阳病!

如果人体抵御能力比病邪能量强，那么在太阳病阶段就可以
将病邪排出体外。如果人体抵御能力比病邪能量弱，那病邪
就会通过六经往内进行传变。



在通过六经传变的过程中，人体也是在不停的与病邪斗争的，
这个过程《黄帝内经》中叫“正邪交争”;比如，在太阳经时，
人体会尽量汗出而解;经过人体的抵抗后，病邪在向内传的过
程中也会变弱，最终会怎样?我想无外乎3种：

a.病邪最终被排出体外，正气胜，邪气退。

b.人体最终抵抗不了，邪气胜，正气衰。

c.人体正气与病邪势均力敌，病邪没有力量进攻，人体也没
能力将它排出去。那病邪就会停留于人体某处，如湿停于关
节，就会造成湿痹，如果水停于肺，遇寒就会咳;当然这不是
一次就会这样，就像胃寒，都是经常喝冷饮造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知道病邪在哪，并采用合适的处理
方法，就可以及时截断病邪的继续侵入，帮助人体将病邪早
一点排除出去。仲景的伤寒论，就是告诉我们通过病人的病
证、脉证去判断病邪在那条或那几条经上，以及如何通过合
适的方剂将病邪排出体外。

上面是对理论上健康的人而言的，现在应该没有了;那如果假
如人体本身就已经有病邪在体内，或因为这些在里的病邪影
响了人体的抗病能力;那在病邪刚到太阳经时，要么直接突破，
要么就会与内里的病邪相互作用，这时，就会有很多变数。
就像太阳病三篇中大多条文的开头都是：太阳病，，伤寒，，
中风，。

我想这就是太阳病篇为啥讲这么多的原因吧，不知道我这样
理解对不对?

4.理论上健康的人有没有?

按《黄帝内经》讲：“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
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



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且他们知道：“虚邪贼风，
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那个时候，应该有这种健康的人，当病邪比较厉害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得病都是太阳病，所以《汤液经》中治太阳经的
方剂也非常多。仲景论广《汤液经》而成《伤寒杂病论》，
太阳病讲的也就多。

这一点是我胡掰的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