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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卫生部、教育部等五
部委《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和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各省、自治区相继开展了乡村医生中医学专业的培训工作，以满
足广大的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对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的迫切需求。
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教材的选用是关键因素之一，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
乡村医生培训教材。
　　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的在职、在岗中
医药人员教育培训为重点，提高乡村医生中医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水平，突出实用性，
侧重中医药临床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使乡村医生通过接受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掌
握基本知识，提高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为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技能水平过硬
的实用性中医药人才。
　　教材编写的原则和基本要求：①教材科学定位：以培养高素质的乡村医生、提高乡村医生学历层
次和业务水平为出发点，降低理论深度上的要求，建立实用技能体系。
②突出中医药特色：教材在内容选取和编写上，要保持中医药特色，贯穿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思想，
理论知识要宽泛，实践技能要突出，实践课要占到50％的比例。
③教学体系合理：重视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统一，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充分体现乡村医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性，教材编写要有利于学生学习。
④实行主编负责制：由主编组建各教材编委会，并提出主导意见和编写大纲，经编委会充分讨论修改
、完善后执行。
由主编落实各参编人员的编写任务。
各参编人员根据讨论通过的编写原则、要求，负责分工编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参编部分的稿件。
最后由主编统稿、定稿，交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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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新世纪全国乡村医生培训教材方剂学教学大纲》为依据编写而成，供全国乡村医生培训使
用，并可供广大一线中医药专业人员自学提高之用。
    全书分总论、各论、附录三部分，总论部分共四章介绍了方剂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各论部分根据治法、功效，将方剂分为解表、泻下、和解、清热、温里、补益等十八章，选入基础方
、代表方及临床常用方共259首，其中正方183首，附方76首。
每章方剂分为概述、正方两部分。
概述包括每章方剂的含义、分类、功效、适用证、使用注意等。
正方包括每首方剂的出处、组成、用法、功效、主治、方解、临床运用及附方、方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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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方剂学从形成到发展至今，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方书及与方剂有关的医
籍。
方剂学书籍的相继问世，反映着这门学科不断发展的轨迹，了解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
及其价值，对于学好方剂学这门课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将方剂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著作简述如下。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方书。
它是1973年在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据考证该书成书于战国时期，从字义推断早于《黄帝
内经》。
记载医方283首，用药242种，涉及临床各科病证100余种。
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52题而定此名。
药方的用法，既有内服，也有外用。
内服有丸、汤、饮、散等剂型；外用有敷、浴、蒸、熨等用法。
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
　　《黄帝内经》，是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著作，是方剂学基本理论的奠基书籍。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收载方剂虽只有13首，但它的贡献主要有：创立了方剂的剂型，在剂型上已有汤、丸、散、膏、丹、
酒等多种；首创方剂的分类，根据药味多少、药量大小、病势缓急，将方剂划分为大、小、缓、急、
奇、偶、重七类；提出了方剂的组方原则，即“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主病之谓君，佐君
之谓臣，应臣之为使。
”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总结了有关辨证治则、立法处方、配伍宜忌等理
论，如：“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是解表剂的立法依据。
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医家誉为“方书之祖”。
其所载之方被称为“经方”。
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张仲景著。
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均收载的重复方，共有方剂323首。
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其方剂配伍严谨，用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分明，变化巧妙，
疗效卓著。
如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四逆汤、大承气汤、白虎汤、。
肾气丸等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
后世大量常用名方，大多是以《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
规律，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著。
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
其所收方剂简、便、廉、验，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
主张将药物加工成一定的剂型，贮之以备急用，便于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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