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医基础理论>>

13位ISBN编号：9787535705617

10位ISBN编号：7535705618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李德新　主编

页数：31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内容概要

　　为适应中医药现代化，培养面向21世纪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基层实
用型中医药人材，以及执业中医师考试的需要，本教材的修订编写坚持“确保本科水平，理论够用为
度，突出成教特色，重在实用，便于自学”的原则，在认真总结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和全日制
统编教材的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今学术界关于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研究的优秀成果，尽量
反映中医基础理论学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力求体现出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概念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
　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四、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唯物辩证观
　五、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六、中医学的医学模式
　七、《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气一元论
　　一、气和气一元论的含义
　　二、气一元论的基本内容
　　三、气一元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二节 阴阳学说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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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的基本概念
　　二、五行的特性
　　三、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四、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二章 脏象
　第一节 五脏
　　一、心(附：心包络)
　　二、肺
　　三、脾
　　四、肝
　　五、肾
　　[附]命门
　第二节 六腑
　　一、胆
　　二、胃
　　三、小肠
　　四、大肠
　　五、膀胱
　　六、三焦
　第三节 奇恒之腑
　　一、脑
　　二、髓
　　三、骨
　　四、脉
　　五、女子胞(附：精室)
　第四节 脏腑之间的关系
　　一、脏与脏之间的关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二、脏与腑之间的关系
　　三、腑与腑之间的关系
　第五节 人体的生命活动与五脏调节
　　一、神志活动与五脏调节
　　二、血液循行与五脏调节
　　三、呼吸运动与五脏调节
　　四、消化吸收与五脏调节
　　五、水液代谢与五脏调节
　　六、生长生殖与五脏调节
第三章 气血精津液
　第一节 气
　　一、医学之气的含义
　　二、气的生成
　　三、气的功能
　　四、气的运动
　　五、气的分布与分类
　第二节 血
　　一、血的概念
　　二、血的生成
　　三、血的功能
　　四、血的循行
　第三节 精
　　一、精的基本概念
　　二、精的生成
　　三、精的功能
　第四节 津液
　　一、津液的基本概念
　　二、津液的生成和输布
　　三、津液的功能
　第五节 气、血、精、津液的关系
　　一、气和血的关系
　　二、气与精的关系
　　三、气和津液的关系
　　四、血与精的关系
　　五、血和津液的关系
第四章 经络
　第一节 经络的概念和经络系统的组成
　　一、经络的基本概念
　　二、经络系统的组成
　第二节 十二经脉
　　一、十二经脉的名称分类
　　二、十二经脉的走向和交接规律
　　三、十二经脉的分布特点和表里关系
　　四、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
　　五、十二经脉的循行
　第三节 奇经八脉
　　一、奇经八脉的概念和生理特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二、奇经八脉的循行及其生理功能
　第四节 经络的生理功能及经络学说的应用
　　一、经络的生理功能
　　二、经络学说的应用
第五章 体质
　第一节 体质的基本概念
　　一、体质的概念
　　二、体质的标志
　第二节 体质的形成
　　一、先天因素
　　二、后天因素
　第三节 体质的分类
　　一、体质分类的方法
　　二、正常体质
　第四节 体质学说的应用
　　一、常见的病理性体质
　　二、体质与病因
　　三、体质与发病
　　四、体质与病机
　　五、体质与辨证
　　六、体质与治疗
第六章 病因
　第一节 外感病因
　　一、六淫
　　二、疠气
　第二节 内伤病因
　　一、七情
　　二、饮食
　　三、劳逸
　第三节 病理性因素
　　一、痰饮
　　二、瘀血
　　三、结石
　第四节 其他病因
　　一、外伤
　　二、寄生虫
　　三、胎传
　　四、环境因素
第七章 病机
　第一节 发病原理
　　一、健康与疾病
　　二、发病原理
　　三、发病类型
　第二节 基本病机
　　一、邪正盛衰
　　二、阴阳失调
　　三、气血失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四、津液失常
　第三节 内生五邪病机
　　一、风气内动
　　二、寒从中生
　　三、湿浊内生
　　四、津伤化燥
　　五、火热内生
　第四节 脏腑病机
　　一、五脏病机
　　二、六腑病机
　　三、奇恒之腑病机
　　四、脏腑关系失调
　第五节 疾病的传变
　　一、疾病传变的概念
　　二、疾病传变的形式
　　三、影响疾病传变的因素
　第六节 疾病的转归
　　一、痊愈
　　二、死亡
　　三、缠绵
　　四、后遗
　　五、复发
第八章 养生与防治
　第一节 养生
　　一、天年、衰老和养生的概念
　　二、衰老的发生机制
　　三、养生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预防
　　一、未病先防
　　二、既病防变
　第三节 治则
　　一、治则的概念
　　二、基本治则
附篇：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
　模拟试题(一)
　模拟试题(二)
　模拟试题(三)
　参考答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黄帝内经》可以视为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学。
恩格斯说：“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
”中国古代的解剖学成就为中医学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问题奠定了形态学基础。
（五）中国古代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
象及其发展规律。
一般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语言学等除外），包括政治学、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
科学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
社会生产、政治、军事、法律、道德、宗教、美学、艺术等社会环境要素，对科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
响。
其中，尤以科学伦理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为大。
科学伦理规范规定着中医学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科学伦理规范是科学观念和道德的规范，是从观念和道德层面上规范人们从事科学活动的行为准则，
其核心问题就是不损害人类的生存条件（环境）和生命健康，保障人类的切身利益，促进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重视人伦和谐，强调“仁者爱人”，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思想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观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注重人与环境之间，以及不
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
在伦理上，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把“爱人”作为根本的道德准则。
它规定着中医学的科学伦理规范。
中医学强调，在天、地、人三才之内，唯人最贵，不仅注重天人之间、形神之间的和谐统一，而且视
人的生命至尊至贵。
仁爱救人是医德的基本原则，所谓“医乃仁术”。
医生应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具有普济众生，恻隐仁爱之心，处处为病人着想，以不计名利、全力救
治、潜心医道、认真负责作为医德的标准。
“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人生活在社会中，不断地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相互作用。
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生活行为方式等与人类的健康和疾病有着密切关系
。
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医学观，不仅注重人的生物属性，而且尤为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从形体一神志
一环境，即生物一心理一环境的和谐统一，来认识健康与疾病的问题。
在环境因素中，尤为强调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并以此来指导医学科学的实践活动
。
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科学是
一种社会现象，它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孤立地存在与发展。
科学体系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要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社会为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必要的条件。
科学理论是以科学事实为基础而构建的特殊体系。
科学理论的概念、定律、原理等知识元素构成了科学理论的结构。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发达，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均取得了非
凡的成就，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自然观、方法论和医学观的基础。
在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天人合一的系统整体观，运用朴素的辩证的科学思维方式，
对以往的医药学实践经验和生物科学，特别是解剖学、生理学等科学事实进行系统地总结、概括，形
成了中医学的概念、规律、原理等理论结构，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医学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的科学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理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基础理论>>

编辑推荐

《中医基础理论》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委托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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