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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分中医哲学基础专论、中医藏象理论专论、中医气血理论专论、病因理论专论、病机理论专论
、预防与治则理论专论、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研究专论、运气学说专论八个部分，基本涵盖了中医基础
理论的重点、难点内容。
    本教材在编写内容和思路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专论和系统相结合。
在编写构架上以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为依据，从中医理论的本源去阐述基本思想和理论观点，、
以便学生在提高的同时总结以往而有所发现。
二是点和面相结合。
以系统研究为依据，选择重点、难点、疑点和研究热点进行专论，以便学生回顾以往的学习和研究，
解决未通未懂之处，发现新的研究课题。
三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
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在系统阐述专题的基础上，设立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专章，要求对研究中的亮点
要说深说透，启发和提高学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对中医学原创性理论的挖掘、研究能力。
四是研究和应用相结合。
专论的撰写要求评述结合，以评为主，突出理论对临床和实验研究的指导，启发和指导学生运用中医
学自身理论的思维模式、理论知识去设计临床和实验研究的方案，提高对中医学原创性理论研究的科
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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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属性的研究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 中医哲学
基础专论  第一节 精气学说的研究    一、精气基本涵义的研究    二、精气学说发展源流的研究    三、精
气学说理论核心的研究    四、精气学说中医应用的研究  第二节 阴阳学说的研究    一、阴阳起源的研究
   二、阴阳涵义的研究    三、阴阳属性的研究    四、阴阳关系的研究    五、阴阳学说中医应用的研究    
【附】：一阴一阳、二阴二阳、三阴三阳  第三节 五行学说的研究    一、五行学说源流的研究    二、五
行特征的研究    三、五行分类的研究    四、五行生克制化的研究    五、五行生克异常的研究    六、五行
学说中医应用的研究第二章 中医藏象理论专论  第一节 藏象理论形成基础    一、藏象形质居位的研究   
二、藏象生理病理的研究    三、藏象外应联系的研究  第二节 五脏功能研究    一、心系的研究    二、肺
系的研究    三、脾系的研究    四、肝系的研究    五、肾系的研究  第三节 脏气与阴阳关系的研究    一、
“气”与五脏之“气”的研究    二、脏气分阴阳的理论渊源    三、脏气分阴阳的临床意义    四、五脏
阴阳理论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第四节 脏腑关系研究    一、脏与脏的关系研究    二、脏与腑的关系研究  
第五节 脏腑调控研究    一、水液代谢的调控研究    二、血液运行的调控研究    三、精神情志的调控研
究    四、呼吸功能的调控研究    五、饮食代谢的调控研究    六、睡眠节律的调控研究    七、生殖功能的
调控研究第三章 中医气血理论专论 第一节 气机理论的研究    一、气机理论的源流    二、气机运动的特
点    三、气机升降失常的病因病机    四、气机理论的临床应用  第二节 气化理论的研究    一、气化理论
的源流    二、气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三、气化作用的生理效应  第三节 气血关系的研究    一、气血关
系的主要内容    二、气血关系理论的源流    【附】：营卫之气的研究第四章 病因理论专论  第一节 “
审证求因”研究    一、“审证求因”概念的研究  ⋯⋯第五章 病机理论专论第六章 预防与治则理论专
论第七章 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研究专论附：第八章 运气学说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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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医哲学基础专论　　第三节 五行学说的研究　　五行学说是研究木、火、土、金、水
五行的内涵、特性和生克规律，并以五行特性为依据归纳多种事物和现象，以生克制化规律阐释宇宙
万物之问相互关系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五行理论的深刻影响。
中医学在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自身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人体多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在临
床诊断、立法、用药、针灸施治时，无不应用五行学说。
在五行生克理论的基础上，中医学进一步发展了五行乘侮理论，使五行学说更趋充实完善。
五行学说在其应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医学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一、五行学说源流的研究　　五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认为经历了原始概念的起源、五行特
性的抽象、事物五行属性的归类、生克制化规律的探究、逐步升华到整个学说的建立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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