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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医内科学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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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在
上海召开了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普通课、西医课教材编审会议，成立首届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普通课、西
医课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十七个学科编审小组，根据卫生部1982年10月颁发的中医、针灸、中药各
专业教学计划对各科教学大纲作了修订，并组织编写本套教材。

　　中医学院的普通课和西医课教材主要是为培养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服务的。
本套教材是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对本门学科的要求，按照新的教学大纲，各编审小组制定了编写提纲
，在总结二十多年来中医学院普通课、西医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从高等中医教育的实际出发，既保
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又贯彻“少而精”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在更新教材内容的同时，注意充实近年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药学的新成果，从而使本套教材
为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编写出新的风格和特点。

　　本套教材包括《英语》、《日语》、《高等数学》、《数理统计方法》、《医用物理学》、《物
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组
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gt;）、《微生物与寄生虫学》、《病理学》、《药理学
》、《西医内科学基础》和《西医外科学总论》等十九门学科，共二十二种教材。
其中部分教材是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充实、修改而成。

　　教材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
要使中医学院的普通课、西医课教材适应高等中医教育的需要，还要进行长期的努力。
要通过大量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提高，才能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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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祖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的丰富经验总结，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公元前五世纪，我国已经运用问病情、望形色、听声音及切脉等方法来了解和诊断疾病。
秦汉以来已形成和发展成为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独特医学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昌盛
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方在公元前五世纪已有描述某些疾病的记载，但直到十七世纪才有了较大的进展。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西方医学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成就，从而对认识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有了很大发展。
中医诊断学与西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与西医内科学，虽然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因理论不同
，各有特点而自成体系。
因此，为避免中西医混合讲述所造成的相互干扰和理论混乱，本教材仅阐述现代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和简要介绍某些应用现代医学研究中医的成果，使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为将来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
遗产和创造我国新医药学的工作中有所裨益。
西医内科学基础内容根据全国中医院校中医专业与针灸专业教学计划安排，西医内科学基础包括诊断
学（上编）与内科学（下编）两部分。
上编诊断学、诊断学是了解和诊断疾病时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是临床医学的基础。
其内容包括症状诊断、检体诊断、实验诊断、X线诊断及其他诊断方法。
症状诊断包括症状学与问诊。
症状是病人觉察到的某些感觉或形态的异常现象，这些现象常出现在疾病的早期，并反映了生理功能
或病理形态的变化。
症状学的任务是阐明症状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同一症状在不同疾病时的特点，以帮助我们对疾病进行
分析和判断。
问诊则是以对话方式，了解发病的症状特点及其发生、演变过程，并运用症状学知识对所获资料进行
分析和判断。
检体诊断检体诊断是利用感觉器官直接或间接（简易器械如听诊器，叩诊锤等）对病人进行体格检查
，然后将资料（体征）结合基础医学知识及实践经验来判断疾病的部位和性质。
检体诊断的基本方法包括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和嗅诊。
体格检查所发现的客观体征，比问诊所得的主观症状，有时更为可靠，故检体诊断是诊断过程的重要
内容之一。
实验诊断实验诊断是利用病人的体液、分泌物、排泄物进行理化检验的一种实验室诊断方法。
近年来，实验室检查技术发展很快，灵敏度与准确性都有很大提高。
但应指出此种检查方法并非都是特异性的，必须将检查结果与其他临床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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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医内科学基础》供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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