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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国家组织编写并审定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从初版迄今已历二十余年。
其间曾进行了几次修改再版，对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中医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但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并适应当前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
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
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
根据新修订的中医、中药、针灸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修订了各科教学大纲。
各学科编审小组根据新的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地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
在各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贯彻了一九八二年四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
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汲取了前几版教材的长处，综合了各地中医院校教学人员的意见；力求使这套
新教材保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
关系；在教材内容的深、广度方面，都从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出发，注意符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和具有
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同时又尽量减少了各学科间教材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和某些脱节。
通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和全国中医院校的支持，新教材已陆续编写完毕。
本套教材计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讲义、伤寒
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
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学、
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推拿学、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化
学、中药药理学等三十二门。
其中除少数教材是初次编写外，多数是在原教材，特别是在二版教材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编写成的
。
所以这套新教材也包含着前几版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在内。
教材是培养社会主义专门人才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要提高教材的质量，必须不断地予以锤炼和修改。
本套教材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因而殷切地希望各地中医药教学人员和广大读者在使用
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为进一步修订作准备，使之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的高等中医
药教学用书，以期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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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药学(供中医中药针灸专业用)》分总论、各论两个部分。
此外还列有附篇，介绍历代主要本草学著作。
书末附药名中文笔画索引和引用方剂索引，以务检索。
部论介绍中药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中药学的发展概况，中药采、制的理论与技术，以及药物性能、
配伍、应用知识等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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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络松香孩儿茶瓦楞子守宫附篇主要本草著作简介引用方剂索引中文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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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在我国的辽阔大地和海域，分布着种类繁多、产量丰富的天然药材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
。
仅典籍所载，已达三千种以上。
对于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物质基础。
几千年来，以之作为防治疾病的主要武器，对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些药物中，植物性药材占大多数，使用也更普遍，所以古来相沿把药学叫做“本草学”。
本草学典籍和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记录着我国人民发明和发展医药学的智慧创造和卓越贡献；并较完
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一个重要内容。
由于中药的应用是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的，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
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若干特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中药”。
中药学就是专门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中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及应用方法等知识的一门学科
，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中药的发现与应用以及中药学的发展，如同中医学的发展一样，经历了
长期实践过程。
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生活与生产活动中，由于采食植物和狩猎，得以接触并了解某些植物和动物
及其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或造成痛苦甚至死亡；从
而使人们懂得在寻觅食物时有所辨别和选择。
同时，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上述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启示人们对某些自然产物的治病效果和毒
性作用予以注意并进而加以利用。
经过无数次显然是零星的、分散的，但却是有意识的试验、观察，口尝身受，实际体验，逐渐创造并
积累起一些用药知识。
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认识过程，不断总结和交流，逐步形成了早期的药物疗法。
随着历史递嬗，社会和文化的演进，生产力的发展，医学的进步，对于药物的需要与日俱增。
药物来源已由野生药材逐渐发展到部分由人工栽培和驯养，并由动物、植物扩展到天然矿物及若干人
工制品。
用药知识与经验也愈见丰富。
记录和传播这些知识的方式也就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了。
我国药学发达很早，正式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
西周时（公元前1066年～771年）已有专业的“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
先秦（公元前221年前）诸子书中有关药物的资料为数不少。
《诗经》里有不少为诗人借以比喻吟咏的药物。
《山海经》载有100余种动物和植物药，其中不少沿用至今；70年代初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载方
约300个，涉及药物已达240余种。
说明至迟在秦汉之际，药学已略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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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学(供中医中药针灸专业用)》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中药、针灸专业使用。
是中药学教材编审小组根据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审会议精神和教学大纲要求进行编写和审稿定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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