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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由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基层医生培训临床医学专科学历教育项目（China Medi-cal Board
#08-893 Program）支持下编辑出版。
共有6本，包括《急诊医学》、《中医学基础》、《医学心理学》、《康复医学》、《农村预防保健
与卫生管理》和《临床技能》。
该系列教材是对人民卫生出版社已经出版的成人教育临床医学专科教材的补充，更是在强调医生特别
是基层医生应具备综合职业素质的国际大背景下，对旨在培养综合职业素质的教材需求的提供与充实
。
　　《中医学基础》是全国成人医学高等专科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的系列教材之一，供全国高等医
学院校临床专业使用。
　　本教材立足于医学专业，力求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医学的基本知识。
本教材的编写坚持“基础知识系统、理论联系临床、重点在于应用、突出成教特色”，根据成人医学
高等专科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计划要求进行组织编写。
　　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检验，为中
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也正为世界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在医学高等院校中开设《中医学基础》课程，正是为了满足培养面向21世纪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创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基层实用性人才的需要。
　　本教材的编写，参考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教材《中医基础
理论》（2001）、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中医基础理论》（20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内科学》（2003）、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全国高等
医药院校课程教材《中医学》第5版（2001）以及来自各地出版的中医基础与临床的教材。
在此，谨向这些教材的编写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本教材吸取了近年来西医院校对中医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力求在介绍古
朴的中医文化的同时，反映时代特征，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
　　本教材的内容包括导论、阴阳五行学说、藏象、气血精津液、病因病机、诊法、辨证、防治原则
、方药基础、常见病的辨证治疗和针灸治疗基础等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临床技能，涵盖了中医学的众
多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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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立足于医学专业，力求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医学的基本知识。
本教材的编写坚持“基础知识系统、理论联系临床、重点在于应用、突出成教特色”，根据成人医学
高等专科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计划要求进行组织编写。
　　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检验，为中
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也正为世界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在医学高等院校中开设《中医学基础》课程，正是为了满足培养面向21世纪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创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基层实用性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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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中国医药学发展概况　　一、中国医药学的起源　　二、中国医药学理论体系
的形成与发展　　三、中国医药学临床各科的发展　　四、中药方剂学形成与发展　　五、针灸学的
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中医药学的基本特点　　一、整体观念　　二、辨证论治　　三、恒动观念　第
三节 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趋势　　一、中西医结合的发展现状　　二、中医药学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
、中西医结合展望第二章 阴阳五行学说　第一节 阴阳学说　　一、阴阳的概念和特征　　二、阴阳
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二节 五行学说　　一、五行的基本含义　　
二、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第三章 藏象　第一节 五脏　　一、心(
附：心包络)　　二、肺　　三、脾　　四、肝　　五、肾(附：命门)　第二节 六腑　　一、胆　　二
、胃　　三、小肠　　四、大肠　　五、膀胱　　六、三焦　第三节 奇恒之腑　　一、脑　　二、髓
　　三、女子胞(附：精室)　第四节 脏腑之间的关系　　一、脏与脏之间的关系　　二、腑与腑之间
的关系　　三、脏与腑的关系第四章 气血精津液　第一节 气　　一、气的基本概念　　二、气的生
成　　三、气的功能　　四、气的运动　　五、气的分类　第二节 血　　一、血的基本概念　　二、
血的生成　　三、血的功能　　四、血的循行　第三节 精　　一、精的基本概念　　二、精的生成　
　三、精的功能　第四节 津液　　一、津液的基本概念　　二、津液的代谢(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
泄)　　三、津液的功能　第五节 气、血、精、津液的关系　　一、气和血的关系　　二、气与精的
关系　　三、气与津液的关系　　四、血与精的关系　　五、血和津液的关系第五章 病因病机第六章
诊法第七章 辨证第八章 防治原则第九章 方药基础第十章 常见病的辩证治疗第十一章 针灸治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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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医药学临床各科的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
发展。
中医临床各科不断的发展，细化成各个专科。
《周礼·天官》记载当时宫廷医生只分为食医（相当于营养师），疾医（相当于内科），疡医（相当
于外伤科）和兽医。
可以说周代各科雏形已经形成。
到明代，太医院设十三科，即大方脉（相当于内科）、伤寒（即热病）、妇人、小方脉（相当于儿科
）、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或正骨）、金创、针灸、按摩、祝由。
以后各种专著逐渐增多并不断完善，形成临床各科。
　　（一）内科学　　我国隋唐时期，医药学有了全面的发展。
在脉学、病因、证候、临床治疗学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专著。
如晋代著名医学家王叔和著《脉学》十卷，进一步使脉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化。
对于病源的探讨和证候的描述，到隋代已取得相当成就。
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总结了魏晋以来的医疗成就，对多种内科疾病的病因、证候作
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是一部世人公认的最早的中医病因病理学著作。
书中记述绦虫病，认为是吃不熟的肉类所致，患漆疮与人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患某些传染病是外界有
害物质所致等，反映了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进一步提高。
唐代《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两本书，内科的治疗方法更加丰富多彩。
《外台秘要》首次记载了消渴病的证候和治法，成为后世医家治疗该病的宝贵经验。
　　宋、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学派蜂起，中医药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医学家创立新理论，寻找新方法，采用新方药，涌现出了以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代表
的四大医家，世称“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倡导“火热论”提出“降火益水说”，用药多属寒凉，故后人称之为“寒凉派”。
张子和提出“邪去正安说”，在治疗上善于运用汗、吐、下三法，尤其注重下法，故后人称之为“攻
下派”。
李东垣提出‘‘胃气为本说”，发明了“补中益气”法。
即补脾益胃的治疗方法，故后人称之为“补土派”。
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在治疗上注重滋阴，人们称之为“滋阴派”。
四大家不仅发展了中医理论，繁荣了中医药学术，而且也丰富了辨证治疗的方法。
　　明清两代是温病学说蓬勃发展的时期。
明末清初，吴又可著《瘟疫论》阐述瘟疫发生的原因是“戾气”，并指出戾气从口、鼻侵人人体。
这是中医对病因学说的突破。
清代的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的温病学家，总结了几百年来治疗热性病的经验。
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与张仲景的伤寒六经辨证相辅相成，成为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两大体系
。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内科学发展较快，大量的临床、实验研究、古医籍整理以及临床专著与教材
的编写，使中医内科学术达到了新的水平。
目前对许多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日益明确和深化，在诊断、辨证规范和防治方法研究上也有了更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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