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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为蓝本，采用歌诀形式编著，概括了该门课程的内容精要
，并以注释形式囊括了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全部内容，言简意赅，便于理解记忆。
该书执简驭繁，荟精萃要，朗朗上口，使人乐于习诵，便于记忆。
读者只需熟读背诵数句简单上口的歌诀，便可以迅速掌握复杂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本书可作为中医院校本专科学生的应试助学参考书，对于刚步入临床的初级医师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课程速记丛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精气学说 　　一、古代哲学精与气的基本概念 　　二、精气学说
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阴阳学说 　　一、阴阳的概念 　　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阴阳学说
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三节 五行学说 　　一、五行的概念 　　二、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五
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四节 中医学思维方法的特点 第二章 精气血津液神 　第一节 精 　　一
、人体之精的基本概念 　　二、人体之精的代谢 　　三、人体之精的功能 　　四、人体之精的分类 
　第二节 气 　　一、人体之气的基本概念 　　二、气的生成 　　三、人体之气的运动与气化 　　四
、人体之气的功能 　　五、人体之气的分类 　第三节 血 　　一、血的基本概念 　　二、血的生成 　
　三、血的运行及功能 　第四节 津液 　　一、津液的基本概念 　　二、津液的代谢 　　三、津液的
功能 　第五节 神 　　一、神的基本概念 　　二、神的形成 　　三、神的作用 　第六节 精气血津液
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藏象 　第一节 藏象学说概论 　　一、藏象的基本概念 　　二、藏象学说的形成 
　　三、藏象学说的特点 　　四、五脏、六腑与奇恒之腑的生理特点 　　五、脏腑精气阴阳的概念
和作用 　第二节 五脏 　　一、心 　　二、肺 　　三、脾 　　四、肝 　　五、肾 　第三节 六腑 　　
一、胆 　　二、胃 　　三、小肠 　　四、大肠 　　五、膀胱 　　六、三焦 　第四节 奇恒之腑 　　
一、脑 　　二、女子胞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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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与腑之间的关系 　　四、五脏与奇恒之腑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经络 　第一节 经络学说
的概述 　　一、经络的基本概念 　　二、经络学说的形成 　　三、经络系统的组成 　第二节 十二经
脉 　　一、十二经脉的名称 　　二、十二经脉的走向交接规律 　　三、十二经脉的分布规律 　　四
、十二经脉的表里关系 　　五、十二经脉流注顺序 　　六、十二经脉的循行部位 　第三节 奇经八脉 
　　一、奇经八脉的主要功能 　　二、奇经八脉的循行部位和基本功能 　第四节 经别、别络、经筋 
　　一、经别 　　二、别络 　　三、经筋 　第五节 经络的生理功能和应用 　　一、经络的生理功能 
　　二、经络学说的应用 第五章 体质 　第一节 体质学说概述 　　一、体质的基本概念 　　二、体质
的构成 　　三、体质的标志 　　四、体质的特点 　第二节 体质的生理学基础 　　一、体质与脏腑经
络及精气血津液的关系 　　二、影响体质的因素 　第三节 体质的分类 　　一、体质的分类方法 　　
二、常用体质分类及其特征 　第四节 体质学说的应用 　　一、说明个体对某些病因的易感性 　　二
、阐释发病原理 　　三、解释病理变化 　　四、指导辨证 　　五、指导治疗 　　六、指导养生 第六
章 病因 　第一节 六淫 　　一、六淫的概念及共同致病特点 　　二、六淫各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 　第
二节 疠气 　　一、疠气的基本概念 　　二、疠气的致病特点 　　三、影响疠气产生的因素 　第三节 
七情内伤 　　一、七情的基本概念 　　二、七情与内脏精气的关系 　　三、七情内伤的致病特点 　
第四节 饮食失宜 　　一、饮食不节 ，饮食不适度 　　二、饮食不洁 　　三、饮食偏嗜 　第五节 劳
逸失度 　　一、过劳 　　二、过逸 　第六节 病理产物 　　一、痰饮 　　二、瘀血 　　三、结石 　
第七节 其他病因 　　一、外伤 　　二、诸虫 　　三、药邪 　　四、医过 　　五、先天因素 第七章 
发病 　第一节 发病原理 　　一、发病的基本原理 　　二、影响发病的主要因素 　第二节 发病类型 
　　一、感邪即发 　　二、徐发 　　三、伏而后发 　　四、继发 　　五、合病与并病 　　六、复发 
第八章 病机 　第一节 基本病机 　　一、邪正盛衰 　　二、阴阳失调 　　三、精气血的失常 　　四
、津液代谢失常 　　五、内生“五邪” 　第二节 疾病传变 　　一、疾病传变的形式 　　二、影响疾
病传变的因素 第九章 防治原则 　第一节 预防 　　一、未病先防 　　二、既病防变 　第二节 治则 　
　一、正治与反治 　　二、治标与治本 　　三、扶正与祛邪 　　四、调整阴阳 　　五、调理精气血
津液 　　六、三因制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课程速记丛书>>

章节摘录

　　第二章　精气血津液神　　精气血津液，相合化人身。
　　身为神主宰，外显亦为神。
　　（I）精气血津液是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
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而这些物质的生成及其在体内的代谢，又都依赖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正常生理活动才能得以进
行。
　　（2）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及其外在总体表现的统称。
神的产生以精、气、血、津液作为物质基础，是脏腑精气运动变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神不仅是脏腑生理功能的综合反映，而且对脏腑精气及其生理活动有着主宰和调节作用。
　　第一节　精　　一、人体之精的基本概念　　人体之精禀父母，相融水谷精微成。
　　生殖繁衍为本始，有形藏于脏腑中。
　　1. 精　　精是由禀受于父母的生命物质与后天水谷精微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精华物质，是人体生
命的本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1）狭义之精（中医学中精的本始含义）指具有繁衍后代作用的生殖之精。
　　（2）广义之精人体之内一切液态精华物质，如人体之内的血、津液、先天之精、水谷之精、生
殖之精、脏腑之精等。
　　2. 精与气的关系　　（1）精有形，是气的化生本原，藏寓于脏腑之中，主静而属阴。
　　（2）气无形，由精化生，运行于全身上下内外，主动而属阳。
　　二、人体之精的代谢　　先天精气禀父母，后天水谷化生成，　　濡养化气藏脏腑，生殖之精贮
肾中。
　　1. 精的生成　　（1）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是构成胚胎的原始物质。
　　（2）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又称“水谷之精”。
　　（3）人体之精是以先天之精为本，并得到后天之精的不断充养而生成。
先后天之精相互促进，相互辅助，人体之精才能充盛。
　　2. 精的贮藏人体之精分藏于脏腑，但主要藏于肾中。
　　3. 精的施泄　　（1）分藏于全身各个脏腑之中，濡养脏腑，并化气以推动和调控各个脏腑的功能
。
　　（2）化为生殖之精而有度的排泄以繁衍生命，其施泄有度与肾气封藏、肝气疏泄以及脾气的运
化作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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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课程速记丛书·中医基础理论：歌诀便记口袋书》可作为中医院校本专科学生的应试助学
参考书，对于刚步入临床的初级医师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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