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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全国各中医院校长期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一线专家、教授共同编写完成。
    本书包括绪论及十章内容，遵循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从正确认识生命的角度切人，沿着中医
理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化的历史进程，紧紧围绕生命的产生与消亡及其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整体
统一性，以人为本，讲述人的生命特征和生理病理规律，讲述中医学对疾病的病因、发病原理、病机
、证候、传变规律、治疗原则及养生防病等的基本知识。
全书语言简明扼要，在理论学说的阐释中，严格按照概念含义、内涵规律、论证或应用等方式进行撰
述，保证教材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本书供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学专业学生使用，还可供从事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师、教
学与科研人员阅读参考，也是国家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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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教材系统地介绍了中医学形成的解剖基础、经验基础、实践基础，更结合中医学形成时期的古
代在自然环境、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特点，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医学形成的环境基础、文化基
础、学科基础和思想基础，既能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科学属性，又能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某些文化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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