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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保持原版特色的基础上，并参考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使用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主要
作如下修改：一是对知识点的内容作了修改补充，使其内容更全面，说理更清楚，证据更充分，层次
更分明。
二是对《内经》等古典论著的原文部分，立【原文解读】标题，选用与知识点内容相关的、针对性强
的、精练的原文，以说明该知识点(观点)的出处，或作简要解释。
此既能保持中医基础理论的传统特色，也能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三是根据修改后的内容，对图表部分进行相应修改。
本书由周学胜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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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学胜教授，生于1940年4月，江苏省建湖县人。
1968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学制6年）。
1968-1972年，在江苏省灌南县从事中医临床医疗工作。
从1972年至今，先后在江苏新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工作。
曾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职称，担任过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江苏省中医基
础理论重点学科负责人，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及研究工作40余年，坚持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注重教学方法与教学手
段的研究，曾主持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中医基础理论光电显示教具的研制”和江苏省
中医药高等教育研究课题——“中医基础理论图示教学法研究”，并编著成《中医基础理论图表解》
专著，先后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编写和参与编写并出版论著1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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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第一章 中医学与古代哲学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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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五行学说
　　一、五行的基本概念
　　二、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三节 精气学说
　　一、精气的基本概念
　　二、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二章 藏象
　　一、藏象的概念
　　二、藏象学说的形成
　　三、脏腑的概念及其内容分类
　　四、藏象学说的特点
　　五、关于五脏的气血阴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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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胞
　第四节 脏腑之间的关系
　　一、脏与脏之间的关系
　　二、腑与腑之间的关系
　　三、脏与腑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精气血津液
　第一节 精
　　一、精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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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精的生成
　　三、精的功能
　第二节 气
　　一、气的基本概念
　　二、气的生成
　　三、气的运动
　　四、气的功能
　　五、气的分类
　第三节 血
　　一、血的基本概念
　　二、血的生成
　　三、血的运行
　　四、血的功能
　第四节 津液
　　一、津液的基本概念
　　二、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
　　三、津掖的功能
　第五节 精气血津液之间的关系
　　一、气与血的关系
　　二、气与津液的关系
　　三、血与津液的关系
第四章 经络
　第一节 经络的概念及经络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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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经脉的循行部位
　　三、十二经脉的走向与交接规律
　　四、十二经脉在体表的分布规律
　　五、十二经脉的表里关系
　　六、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
　第三节 奇经八脉
　　一、奇经八脉的概念和功能特点
　　二、奇经八脉的循行及其生理功能
　第四节 经别、别络、经筋、皮部
　　一、经别
　　二、别络
　　三、经筋
　　四、皮部
　第五节 经络的生理功能
　　一、沟通联系作用
　　二、通行气血作用
　　三、感应传导作用
　　四、调节平衡作用
　第六节 经络学说的应用
　　一、阐释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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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导疾病的诊断
　　三、指导疾病的治疗
第五章 体质
　第一节 体质的基本概念
　　一、体质的概念
　　二、体质的构成
　　三、体质状况的评价
　　四、体质的特点
　第二节 影响体质的因素
　　一、先天因素
　　二、后天因素
　第三节 体质的分类
　　一、体质的分类方法
　　二、常用体质分类及其特征
　第四节 体质学说的应用
　　一、体质与病因
　　二、体质与发病
　　三、体质与病机
　　四、体质与辨证
　　五、体质与治疗
　　六、体质与养生
第六章 病因
　　一、病因的概念
　　二、病因的分类
　　三、探求病因的方法
　第一节 外感病因
　　一、六淫
　　二、疠气
　第二节 内伤病因
　　一、七情内伤
　　二、饮食失宜
　　三、劳逸过度
　第三节 继发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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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毒
第七章 发病
　第一节 发病原理
　　一、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根据
　　二、邪气侵犯是发病的重要条件
　　三、邪正斗争胜负决定发病与否
　第二节 影响发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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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环境与发病
　　二、体质与发病
　第三节 发病类型
　　一、感邪即发
　　二、徐发
　　三、伏而后发
　　四、继发
　　五、合病与并病
　　六、复发
第八章 病机
　第一节 基本病机
　　一、邪正盛衰
　　二、阴阳失调
　　三、气血失常
　　四、津液代谢失常
　第二节 内生五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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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疾病传变
　　一、疾病传变的形式
　　二、影响疾病传变的因素
第九章 防治原则
　第一节 预防
　　一、未病先防
　　二、既病防变
　第二节 治则
　　一、正治与反治
　　二、治标与治本
　　三、扶正与祛邪
　　四、调整阴阳
　　五、调理气血津液
　　六、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附：主要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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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六、三焦 （一）三焦的基本概念 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
 对于三焦之名与形的认识，历代医家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内经》首先提出三焦的名称，为六腑之一。
《难经》又提出三焦“有名无形”之说。
形成了后世的三焦“有名无形”和“有名有形”之争。
 “三焦”之名，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主要有： （1）“脏腑之三焦”：为六腑之一。
它是位于胸腹腔的一个大府，唯三焦最大，包罗诸脏，无与匹配，故有“大府”、“孤府”之说。
 （2）“部位之三焦”：是对人体胸腹腔的上、中、下三个区域的划分。
三焦部位的划分，一般认为： 上焦：是指膈以上的胸部，包括心、肺两脏。
也有将上肢及头面部归属于上焦的。
 中焦：是指膈以下，脐以上的上腹部，包括脾、胃及肝、胆等脏腑。
 下焦：是指脐以下的下腹部，包括肾、膀胱、大肠、小肠等脏腑。
也有将下肢归属于下焦的。
 （3）“经脉之三焦”：即手少阳三焦经。
（详见经络部分）三焦与心包，通过经脉相互络属，构成表里关系。
 （4）“辨证之三焦”：即三焦辨证。
是温热病的辨证纲领之一。
（详见辨证部分） 另：对三焦“无形”与“有形”之争的看法： 三焦之形，千年争论，孰是孰非，
尚无定论。
三焦具有通行元气，运行水谷和水液的功能，功能的发挥必须是以一定的形态为基础的。
那么，如何看待三焦之“形”？
 从形态与功能方面来探讨三焦，决不能脱离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有实践基础，又有思维推理。
因此，其理论，不可避免的包含着抽象概念。
对于三焦，不能脱离五脏六腑整体来谈三焦之形，也不能以现代医学的生理解剖知识来臆测三焦之形
。
中医学中的脏腑，是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推断出来的，是包含解剖、生理、病理的综合概念。
任何一个脏腑，都不会恰好是现代医学中的某一个脏器，或某一个生理解剖系统。
 因此，若说三焦是无形的（无固定的脏器组织部位之形），那么五脏六腑亦为无形，这是藏象理论特
点所决定的；若说三焦是有形的，那么五脏六腑亦当有形，其有形是指脏腑功能活动的实体，而不是
现代医学中某一个同名脏器。
三焦之形，既不是古人所说的“脂膜”、“油膜”、“网油”等组织部位，也不是近代学者所说的“
胰腺”、“淋巴系统”、“自主神经系统”等现代医学脏器或系统。
因为所指之形，不能解释三焦之功能。
 总之，三焦是对具有通行元气、运行水谷和水液等作用的某些脏器组织及其功能的概括。
即是古代医家所谓的“无常形”、“指其所而为形”、“道是无形实有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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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基础学科图表解丛书:中医基础理论图表解(第3版)》既能保持中医基础理论的传统特色，也能
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三是根据修改后的内容，对图表部分进行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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