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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日益明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以及教育部的有关精神，将教材建设工作与强化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体现以
就业为导向、加强课程建设与改革等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使教材建设更加符合课程建设与改革的要求
，适应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
按照中药制药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在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的组织规划下，确立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编
写教学大纲和本教材。
本教材是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本教材以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为准，参考资料主要依据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较权
威的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在编写本教材过程中，认真贯彻基础理论“实用为主，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严格按照《教学大
纲》的要求编写，密切结合专业实际和岗位实际，力求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注重知识的应用和技能
的培养，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和中医药行业特点，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全书分为总论、各论，后附相关知识介绍。
总论共4章，主要介绍中药的发展概况、中药的性能、中药的应用和中药的分类；各论按主要功效分
为19章，每章药物均按来源、处方用名、性味归经、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项，分别介绍
了87种重点药物、108种常用药物、72种一般药物，并介绍了131种附药。
各章均先列出学习目标，正文后附学习小结及目标检测，以帮助学生了解学习目标、方法及检测学习
效果。
部分药物增加课堂互动、知识链接与知识拓展模块，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拓宽
知识面。
附录部分以简表的形式分别介绍了中药的性味归经分类、处方常用的并开药名及应付、毒性中药品种
以及常用中药的别名。
书末附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审定的针对本专业的《教学大纲》，可供教学参考。
　　本教材主要供高等职业教育中药制药技术专业使用，也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中药、医药营销、中
草药栽培技术、药学等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以及成人教育、医药卫生类职工的培训教材。
　　教材编写分工如下：总论第一章由严振编写；总论第二、三章由谢光远编写；总论第四章，各论
第八、十四章，附录一由刘友儿编写；各论第一章由姚丽梅编写；各论第二章由高莉莉编写；各论第
三、四章由高红莉编写；各论第五、六章由王光富编写；各论第七、十三章由龙凤来编写；各论第九
、十章由黄丽萍编写；各论第十一、十七章由姜醒编写；各论第十二、十六章由陈静编写；各论第十
五章由王社利编写；各论第十八、十九章，附录二一四由黄毅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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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密切结合专业实际和岗位实际，力求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注重知识的应用和技能的培养，突
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和中医药行业特点，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全书分为总论、各论，后附相关知识介绍。
总论共4章，主要介绍中药的发展概况、中药的性能、中药的应用和中药的分类；各论按主要功效分
为19章，每章药物均按来源、处方用名、性昧归经、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项，分别介绍
了87种重点药物、108种常用药物、72种一般药物，并介绍了131种附药。
各章均先列出学习目标。
　　本教材主要供高等职业教育中药制药技术专业使用，也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中药、医药营销、中
草药栽培技术、药学等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以及成人教育、医药卫生类职工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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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　　第二章 中药的性能　　第一节　四气　　一、含义　　四气，又称四性，是指中药的寒
、热、温、凉四种药性，反映药物作用的寒热倾向性，是药物作用的定性概念。
　　二、确定依据　　中药药性的确定，是以用药反应为依据，病证寒热为基准，与所疗疾病的寒热
性质相反。
能够减轻或消除热证的药物，一般属于寒性或凉性。
如黄芩、板蓝根对于口渴、咽痛等热证有清热解毒作用，表明这两种药物为寒凉之性。
反之，能够减轻或消除寒证的药物，一般属于热性或温性。
如附子、干姜对于腹中冷痛、四肢厥冷等寒证有温中散寒作用，表明这两种药物为温热之性。
　　四气的中医哲学基础是阴阳学说。
　　三、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　　临床用药的一般原则是“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或“疗寒以热药
，疗热以寒药”，这指出了药性寒热与正治法的关系。
阳热证用寒凉药，阴寒证用温热药。
反之，则会造成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的不良后果。
对于寒热错杂之证，当以寒药热药并用；真寒假热之证，当以热药治本，必要时反佐以寒药；真热假
寒之证，当以寒药治本，必要时反佐以热药。
　　四、所示药物的作用　　温热属阳，寒凉属阴。
在药性程度上，温次于热，凉次于寒。
对于有些中药，通常还标以大热、大寒、微温、微寒等予以程度区别。
　　四气之外，还有平性，是指药物寒热偏性不甚明显。
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仍有偏温偏凉之别，并未超出四气的范围。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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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