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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中药学是研究临床中药使用的一门学科，其核心是研究中药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合理性，因
而对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以问答的形式介绍了临床中药学的相关内容，涉及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中药调剂、方剂、
中药制剂、药学服务、疾病用药选择、中药不良反应等方面，以及药品管理规范等。
内容丰富、具体，适合中药学研究工作者、临床药学服务者、临床中医师等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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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医基础理论 　1　中医基础理论主要有哪些？
　2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3　什么是辨证论治？
　4　“证”与“症”有何区别？
　5　什么是阴阳学说？
　6　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上有哪些应用？
　7　什么是五行学说？
　8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上有哪些应用？
　9　什么是藏象学说？
　10　五脏的主要生理功能有哪些？
　11　六腑的生理功能有哪些？
　12　六腑之间有何关系？
　13　什么是气？
　14　气有哪些生理功能？
　15　气是如何分类的？
主要功能有哪些？
　16　什么是血？
血的功能有哪些？
　17　什么是津液？
　18　津液的功能是什么？
　19　气血津液之间有什么关系？
　20　中医认为病因主要有哪些？
　21　什么是病机？
中医病机理论的特点是什么？
　22　什么是中医的治则？
治则与治法有何区别？
　23　中医常用的治疗大法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24　正治与反治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
　25　治标与治本的运用方法及其适用范围？
　26　扶正与祛邪的应用原则和方法有哪些？
　27　调整阴阳的原则和方法有哪些？
　28　调整脏腑功能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哪些？
　29　调理气血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什么？
　30　何谓汗法？
汗法的适应证以及禁忌证有哪些？
　31　何谓吐法？
吐法的适应证以及禁忌证有哪些？
　32　何谓下法？
下法的适应证以及禁忌证有哪些？
　33　何谓和法？
和法的适应证以及禁忌证有哪些？
　34　何谓温法？
温法的适应证以及禁忌证有哪些？
　35　何谓清法？
清法的适应证以及禁忌证有哪些？
　36　何谓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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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法的适应证以及禁忌证有哪些？
　37　何谓消法？
消法的适应证以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38　中医“十问歌”包括哪些内容？
第二章　中药学基础理论 　39　什么是中药的性能？
　40　中药的性能与中药的性状有何区别？
　41　什么是中药药性理论？
　42　什么是药物的“四气”？
　43　什么是中药性能的“五味”？
　44　四气与五味有什么关系？
　45　中药四气五味对临床有什么意义？
　46　什么是“升降沉浮”？
　47　中药的“升降沉浮”有什么作用？
对临床有什么意义？
　48　什么是“归经”？
　49　“归经”学说对临床实践有什么意义？
　50　如何运用阴阳学说来分析和归纳药物性能的阴阳属性？
　51　如何理解中药的有毒无毒？
　52　什么是中药配伍理论？
　53　何谓七情？
　54　七情配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55　什么是“药引”？
其作用是什么？
　56　什么是引经药？
　57　常用的引经药有哪些？
　58　中药四气的现代研究有哪些？
　59　中药五味的现代研究有哪些？
　60　中药升降沉浮的现代研究有哪些？
　61　中药归经的现代研究有哪些？
　62　中药用药禁忌包括哪些内容？
　63　配伍禁忌包括哪些内容？
　64　十八反与十九畏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第三章　中药调剂 第四章　方剂 第五章　中药剂型 第六章　药学服务与研究 第七章　疾病
用药选择 第八章　中药不良反应 第九章　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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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医基础理论　　1　中医基础理论主要有哪些？
　　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
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2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整体观强调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和机体自身整体性，是贯穿中医所有领域的思想方法。
中医学认为事物都是整体，事物与事物以及事物内部各部分之间不可分割，人体作为以心为主宰、五
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与社会环境彼此影响、密切相关。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　　主要手段，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
　　3　什么是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也是对疾病进行辨析处理的特殊方法。
辨证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综合分析，辨明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
及邪正关系，并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揭示疾病的本质，是认识疾病的过程和论治的前提；论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
方　　法，是治疗疾病的过程及辨证的目的。
“病”是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及转归的病理变化总过程；“症”包括症状和体征
，是疾病过程中的个别表象；“证”即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揭示了
阶段病变的本质，是治疗的依据。
所以中医的特点是“辨证论治”为主，辨“症”和辨“病”为辅。
证可包括若干症状，病可根据不同发展分为不同的证，在同一种病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证或不同病不同
阶段有同样的证时，需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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