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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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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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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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一、偏头痛二、紧张性头痛第二节 中风第三节 老年性痴呆第十一章 呼吸系统心身疾病第一节 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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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欧洲的心身医学欧洲是心身医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1918年，德国精神科医生海恩罗特在《睡眠障碍》一书中首次提出“心身”概念。
此后，欧洲各国的学者对心身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
1922年，德特斯切提出了“心身医学”概念。
1925年，奥地利医学家斯科沃滋在其主编的《躯体症状的心理因素与精神疗法》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心
身的相关性。
1943年，哈利得提出“心身疾病”概念，1950年前后经阿雷塞德大力提倡，此概念被广泛接受。
在德国，内科医生对心身医学进行了较多研究。
1976年，德国将心身医学列入医学教学大纲，并将其作为临床医生职称国家考试内容。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不仅重视情绪，而且强调精神与躯体的联系，并
阐明了情绪在精神障碍及躯体疾病发生中的重要意义。
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发展、内部冲突和无意识动机的理论，启发并推动了心身医学的发展。
后来，这种理论及精神分析学说被介绍到全世界，并成为心身医学的理论支柱之一。
（二）美国的心身医学1935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杜巴出版了心身医学经典著作《情绪与躯体变化》
。
他在该书中提出，特异性人格是心身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1939年，杜巴创立《心身医学杂志》，1944年，由他倡导成立了美国心身学会。
美国的现代心身医学研究逐渐在国际上占据重要地位。
“应激”概念是心身医学框架的核心。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生理学家坎农率先观察特殊情绪状态伴随的生理功能改变，发现某些情绪变化能激
发生理反应，使机体对危急处境有所准备。
他提出人体处于“战斗、逃避、恐怖反应”时，合成过程受抑制，而分解过程则被激活，从而释放能
量、动员防御功能。
上述反应主要通过自主神经完成。
坎农在其论著《疾病、饥饿、恐惧和愤怒时的变化》中报道了关于应激的一系列研究，该成果对心身
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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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身医学》：新世纪乡村医生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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