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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妇科临床研究》是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材、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是根据
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适应中医药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中医药的发展，从总体上使中
医药人才培养集中到精英教育范畴的精神而编写的，也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首批中医研究生
教育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经过严格的审核，确定了本书的主编，并由主编聘请国内各大中医药院校的中医妇科专家教授组成了
编委会，在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指导下完成了此书的编写任务。
　　本教材的定位，主要适用于中医妇科临床型硕士研究生，兼顾博士生，并可作为业内参考书。
指导思想是突出中医妇科的经典理论、治疗特色和优势，提高临床技能水平，故在编写内容上，紧紧
围绕研究生培养目标，突出学科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
重点是指以妇科临床的常见病种及中医优势病种为主，显示中医特色，而不求面面俱到。
热点是指瞄准妇科学术发展的前沿，着重介绍新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提炼。
难点是指临床疑难病种诊疗方面的问题，既要突出中医治疗的优势，也要结合西医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以及中医、西医的处理方法及现代研究。
疑点是指素有争议和存疑的内容，要应用科学发展观并紧密结合临床尽量阐述明确，不能明确者，也
要列出不同的含义或概念。
本教材突出中医妇科的学术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不追求系统性、完整性和全面性，重在培
养研究生提高临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教材所述疾病原则上使用中医病名，少部分特殊的采用西医病名。
　　本教材从第一章“古代中医妇科相关文献”开始，到第十一章“现代妇科名案名方”，既概括古
代医家之诊病心得，也介绍现代妇科名家的用药经验，围绕着中医妇科学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从古至
今，绵亘千年，体现了中医妇科学传承、发展、创新的特点；为了启迪研究生临床的科研思路和科研
方法，最后专辟两章，即第十二章“生殖生理学”和第十三章“临证思路与方法”，提供了新的信息
，富有时代特色。
总之，首部中医妇科临床研究教材的问世，为提高中医妇科研究生教育的水准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旨
在使研究生在不断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使他们成为既能继承中医妇科学术，又有临
床实践能力的高学历、高素质的临床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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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要适用于中医妇科临床型硕士研究生，兼顾博士生，并可作为业内参考书。
全书紧紧围绕研究生培养目标，以妇科临床的常见病种及中医优势病种为主，着重介绍新的研究成果
，并加以提炼，既突出了中医治疗的优势，也结合了西医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以及中医、西医的处理
方法及现代研究。
重在培养研究生提高临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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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代中医妇科相关文献　　中医学萌发于夏商周时期，在古代文献中，已有关于生殖的
论述。
《易经·系辞》指出：“男女媾精，万物化生。
”这是对生命起源的认识。
《易经·爻辞》中有“妇孕不育”和“妇三岁不育”等记载，对孕育与不孕颇为重视。
中医学在萌芽与发展过程中受到《周易》等自然哲学著作的影响，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
其理论奠基于《黄帝内经》，在《难经》、《伤寒杂病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医经典著作中，《黄帝内经》是“医家之宗”。
它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医学临床各科的理论，是临床各科之源头。
《难经》是对《内经》理论的充实和发挥，尤对脉诊、肾与命门、奇经八脉提出了新观点，对妇科基
础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
《金匮要略》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
其中的“妇人三篇”，专论妇女妊娠病、产后病和杂病（包括月经、带下病），已具中医妇产科学的
雏形。
　　汉代已有妇科和产科专著。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妇人婴儿方》；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妊产专著《胎产
书》；惜于年代久远，均未能流传。
唐代建立了新的医事制度，设立太医署，重视医学教育。
宋代设太医局，分为九科（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疮肿兼折伤、眼科、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兼
灸科、金镞兼书禁科），设有产科教授，是世界医事制度上妇产科最早之独立分科。
唐宋以降，妇产科专著众多，并有许多重要的著作流传至今。
如唐代的《经效产宝》、宋代的《妇人大全良方》、明代的《景岳全书·妇人规》、清代的《傅青主
女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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