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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与时俱进地变化着。
医学朝向维护健康与防治疾病，医学的社会性增加了，医学的目标是以现代科技体现人文关怀，医学
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样是“真善美”。
毋庸置疑学医业医讲到底是哲学和美学，将“道”悟通自然可求真致用。
晚近论世界是平的，近观又平又热又挤繁杂不清，何以对待？
国人倡中庸中和之道，洋人追求东方哲学，足知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已经转向东学西渐的时代。
有鉴于此，中医学被科学家首肯渐增，为百姓拥戴日盛，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中医学是在古代哲学引领下的整体医学，倡导自适应、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顺应自然而维护健
康，这也是中医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
人贵三宝精气神，涵蕴着物质能量与信息，其运动演化的过程呈现出混沌和难以测量的不确定性，显
然超出了17世纪以来的“科学”的概念范畴。
天人相应、形神一体、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它虽可用太极图为示意，但联系到人
的生命活动的复杂内容和生、长、壮、老、已的演化过程，像似动态时空运转的太极是一个球体，黑
白混沌一气呈现灰色而无清晰的边际。
先贤看宇宙，由大而无外的大一与小而无内的小一拼成的。
做小一用分子生物学实验，以逻辑思维容纳大一进行综合集成；做大一用人文哲学，以逻辑思维与形
象思维融通展示小一进行还原分析。
如此综合集成与还原分析链接的方法系统，运用于生命现象的研究，应是从整体出发的拆分，拆分后
的微观实验，进而对实验数据做再次的科学整合，探索系统论引领下的还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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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体质学2008》从概论、中医体质学理论渊源及其形成、中医关于体质形成与影响因素的认
识。
中医体质分类法，体质生理、体质病理、体质辨识、辨体与治疗、体质养生与预防、中医体质学现代
研究进展与展望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医体质学的理论与实践。
其中也融入了近几年《中医体质学2008》作者团队——中医体质学课题组承担并完成的国家“十五”
“211工程”和“十一五”“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大课题、垦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等所取得的新发现、新成果，色括
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个体差异的发现，中医体质量表的编制及其评分标准的建立等。
这些发现与成果的相关研究内容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教育部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奖项。
这些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医体质学2008》内容新颖权威、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对深化中医基础
理论研究，开拓临床中医辨体论治领域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医体质学2008》适合中医基础理论教师、科研工作者以及广大中医医护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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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第一节 中医体质学的概念与研究范畴一、体质及其相关概念(一)中医体质概念(二)素质、
气质与性格(三)形态、体格与体型二、中医体质学的概念与内涵三、中医体质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范
畴(一)中医体质学的学科性质(二)中医体质学的研究范畴四、中医体质学的研究方向与任务第二节 中
医体质学的地位与作用一、中医体质学的地位二、中医体质学的作用(一)创新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
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体系(三)丰富中医预防医学理论(四)促进与多学科的交融(五)实现与其他医学的
对话第三节 中医体质学的理论基础一、中医体质学的哲学基础(一)阴阳学说(二)五行学说(三)精气学
说二、中医体质学的生理学基础(一)脏腑经络学说(二)精气血津液理论第四节 中医体质学的基本原理
一、生命过程论二、形神构成论三、环境制约论四、禀赋遗传论第五节 中医体质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一、中医体质研究的3个关键科学问题(一)体质可分论——体质可以客观分类(二)体病相关论——体质
类型影响疾病的倾向性(三)体质可调论——通过干预可以调整体质偏颇二、中医体质学理论研究的思
路与方法三、中医体质学基础实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四、中医体质学临床应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小结
第二章 中医体质学理论渊源及其形成第一节 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医体质理论的初步形成一、《内
经》对体质的认识（一）先天因素对体质形成的影响（二）后天因素对体质形成的作用二、《内经》
体质分型理论（一）根据阴阳学说划分体质类型（二）根据五行学说划分体质类型(三)根据人体的形
态和功能特征划分体质类型(四)根据人的心理特征划分体质类型三、《内经》对体质与疾病关系的认
识(一)体质与发病(二)体质与疾病的传变和转归(三)辨体质论治诊疗思想的提出四、《內经》对体质与
治未病关系的认识第二节 东汉时期——中医体质理论临床应用的开端一、《伤寒杂病论》对体质类型
的表述二、《伤寒杂病论》对体质与发病的认识(一)体质决定发病与否(二)体质决定发病的性质(三)体
质决定发病的部位三、《伤寒杂病论》对体质与疾病转归的认识(一)体质决定疾病传变与否(二)体质
决定疾病传变的趋向和性质(三)体质决定疾病的预后四、《伤寒杂病论》对体质与治疗的认识(一)体
质决定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二)不同体质的用药禁忌第三节 三国至两宋时期——中医体质理论的进一步
积累一、王叔和对不同体质脉象的认识二、对体质与病因、证候相关性的认识(一)巢元方对于特禀质
的认识(二)庞安时对于体质与证候关系的认识三、对特殊人群(小儿、妇人、老人)体质的认识(一)对小
儿体质的认识(二)昝殷对妇人体质的认识(三)对老人体质的认识四、孙思邈对体质与养生关系的认识(
一)养性与体质(二)饮食与体质五、王焘对体质与方药用量关系的认识第四节 金元时期——中医体质理
论的不断丰富一、刘完素的体质理论。
(一)以人的体质为本的思想(二)老年体质“气衰”及“阴虚阳实”论二、张从正的体质理论(一)祛邪即
扶正(二)养生当论食补三、李果的体质理论(一)饮食失调对体质的影响(二)对气虚体质的形成及调治方
法的认识四、朱震亨的体质理论(一)对阴虚体质形成因素的认识(二)对阴虚体质调治方法的认识第五
节 明清时期——中医体质理论的临床应用一、张介宾在体质理论与应用方面的论述(一)体质差异的藏
象阴阳分类法(二)对体质形成的认识(三)“中年振基”理论(四)对小儿体质特点的新见解二、叶桂对中
医体质理论临床应用的贡献(一)首次提出“体质”一词(二)提出贴近临床的阴阳属性体质分类法(三)对
老年体质的认识⋯⋯第三章 中医关于体质形成与影响因素的认识第四章 中医体质分类第五章 体质生
理第六章 体质病理第七章 体质辨识第八章 辨体育治疗第九章 体质养生与预防第十章 中医体质学现代
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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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医学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在对人体体质的认识与研究方面蕴含丰富的科学内涵。
其中，《内经》为中医体质理论的源头，《伤寒杂病论》为中医体质理论临床应用的初步开创，此后
的历代医家为中医体质理论的延伸与应用积累了丰富的认识。
但由于《内经》体质理论偏重于“气质”方面的阐述，不便于临床应用，历代著名医家虽有相关应用
方面的论述，亦未形成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体质学说的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978年王琦、盛增
秀第一次明确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并于1982年主编了第一部中医体质学专著——《中医体质
学说》，该书从基本概念、学术原理、研究与应用等方面，构建了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体系，标志着
这一学说的正式确立，并受到中医学术界广泛关注与肯定。
在其影响下，一大批研究论著与科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形成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热点。
30年来，王琦带领课题组先后运用文献学、信息学、临床流行病学、数理统计学、心理学、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中医体质的研究，最终构建了中医体质学这样一门新兴的分支学
科。
中医体质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辉煌的历程，已成为当前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突
破口和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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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体质学2008》以王琦教授先后主编的《中医体质学说》(1982年)、《中医体质学》(1995年)、创
新教材《中医体质学》(2005年)等专著为蓝本，在系统总结中医体质学近30年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的
基础上编写而成，是对中医体质学研究的里程碑性总结。
《中医体质学2008》内容包括概论、中医体质学理论渊源及其形成、中医关于体质形成与影响因素的
认识、中医体质分类法、体质生理、体质病理、体质辨识、辨体与治疗、体质养生与预防、中医体质
学现代研究进展与展望，书末收录了中医体质学术发展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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