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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医药院校的《中医学》课程有其特殊性，课时少而内容多是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
如何让高等医药院校的学生在很有限的课时内系统学习并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是当前教学工作中普遍存在而又很难解决的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医学教育的目标和质量要
求能否实现。
从改革中医学课程教材入手，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教材的立项是在总结国内高等医药院校中医学教学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武汉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的教授在中医课程教学中的经验，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中医学教研室
原编写的《基础中医学》讲义为蓝本进行系统地修改，希望能为高等医药院校五年制本科或七年制学
生学习中医学课程提供一本重点突出、体例新颖、实用性强的教材。
本教材在编写内容上突破了从基础到临床、从总论到各论的传统编写模式，按照。
一条主线”（中医的理法方药系统思维方法），串联“三个模块”（由基础理论、辨证论治、证治药
方三部分组成）的编写思路，在编写体例上大胆创新，注重实用，力求重点突出，文字精练，采用丰
富的图表取代冗长的阐述，全书体现了病机为本、辨证论治、以证统病、以法定方的编写风格。
根据中医临床诊疗的全过程，本教材以脏腑学说和辨证论治为重点，不惜篇幅系统地介绍了相关的知
识和技能，目的是方便学生自学。
由于本教材在选择正文的编写内容上强调文字通俗简洁，难免遗漏重要内容，为此编委会特意选取一
些常用的中药、方剂、腧穴及术语收载于附录中，以便学生查阅。
此外，根据国务院国发[1993]39号《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这两种药品已停止供药用
，本教材中古医籍或方剂涉及这两药时，仅供参考，建议使用其代用品。
本教材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旨在使高等医药院校五年制本科或
七年制学生，在目前规定的比较有限的课时内通过学习本教材，能完整地掌握中医学的精髓，为将来
在医疗、科研、教学及其他工作中运用中医学的知识解决医疗与保健问题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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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规划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在编写内容上突破了从基础到临床、从总论到各论的
传统编写模式，按照“一条主线”(中医的理法方药)的思维方法，串联“三个模块”(基础理论、辩证
论治、证治药方)的编写思路，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在编写体例
上大胆创新，注重实用，力求重点突出，文字精练，采用丰富的图表取代冗长的阐述。
全书体现了病机为本、辨证论治、以证统病、以法定方的编写风格;书末选取一些常用的中药、方剂、
腧穴及术语收载于附录中，以便学生查阅自学。
本书特点是重点突出、体例新颖、实用性强。

　　本书可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基础、预防、临床、药学、检验、口腔、影像、麻醉、护理等专业学
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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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人类生活与生产的知识和技能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
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主要以打猎和采集野生果实为生，茹毛饮血、筑穴而居，便是
当时极为原始的生活写照，觅食充饥是当时人们的第一生产和生活要务。
先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可能由于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或食物，发生呕吐、腹泻、昏迷乃至死亡等
食物中毒现象；也可能因为吃进某些植物或食物，而使疾病减轻，身体康复。
通过这样长期口尝身受的实践，人们逐渐积累了能预防中毒和治疗疾病的常识，后者堪称医药知识而
实则为生活经验，其不断积累、不断发展，便产生了我国早期的医药学。
在我国传为千古美谈的“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家喻户晓的“药食同源”的民谚，都足以说明我国的
传统医药学是先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通过不断地与疾病做斗争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探寻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轨迹，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中医药学的学术专著，这既是
我们今天考察古代医学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更是中医药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见证。
正是这些浩如烟海的系列中医药典籍，构筑了中医药学形成与发展的辉煌历史，并为进一步研究中医
药学、提高中医药学学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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