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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将传统的“方剂学”与“中成药”课程内容整合为一，内容详尽实用，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和中
医药行业特色，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全书分总论、各论、实践技能训练三篇，书后附妇科与儿科常用中成药简表。
其中总论三章，主要介绍方剂及中成药学的基础知识；各论按主要功效分为十七章，分别介绍各类常
用方剂及中成药的相关知识，其中重点介绍了200首方剂及中成药，列表介绍了104首方剂及中成药；
实践技能训练篇重点培养学生问病荐药和审方调配的职业能力。
为便于学生了解工作实际，还设置了职业相关的内容作为知识拓展。
    本教材主要供高职高专中药类各专业使用，也可作为药学专业、药品营销专业教学及教辅用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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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方剂学基础知识　　第一节　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　　方剂是中医“理、法、方、药”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之后，选择适当的药物，遵循组方原则，酌定用量、用法，妥善配伍而成的
治疗疾病的工具。
　　方剂学是研究治法与方剂配伍规律及其运用的一门学科，与中医、中药各专业有着广泛而密切的
联系，是中医药学的主要专业基础课之一。
　　方剂学的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方书，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记载，仅从晋
、唐至今已多达1950种，至于与方剂有关的医籍就更多。
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药物。
随着有意识利用药物的不断发展，自然涉及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逐渐产生了方剂。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提高疗效，或减轻不良反应和毒性，无
疑是古代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在现存医籍中，最早记载方剂的医书是《五十二病方》，它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
发现的。
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52题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
。
该帛书的出土，也充分说明春秋至战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就已初具规模。
　　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著作，载方13首，不仅有汤、丸
、膏、丹剂型之分，并总结出有关治则、治法、组方原则、配伍、禁忌等方面理论，为方剂学的形成
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汉张仲景，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时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
—《伤寒杂病论》（此书经后世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全书载方314首，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其中绝大多数方剂组织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卓
著，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对方剂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晋葛洪收集民间单方、验方，编成《肘后备急方》。
唐代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王焘编撰《外台秘要》等，均集各人数十年经验，
使汉至唐的著名医家之方剂和海外传人的方剂汇总传世，是研究唐代及以前方剂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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