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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药学（第2版）》是根据医学院校《中医药学》的授课时数和医学院校学生的特点而撰写
的。
教材的编写目的：①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对中医药知识有概括的了解；②传授一些在临床上能学以
致用的内容；③为部分有志于中西医结合探索的学生打下初步的中医理论基础。

　　根据上述原则，本教材对属于基础理论部分的内容，如阴阳五行、四诊八纲、病因病机、脏腑经
络、辨证论治等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而对临床各科的治疗则选择一些代表病种作介绍。
在介绍基础理论时，针对医学院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对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特点进行了一些对照分析
，以帮助学生加深对中医学内容的理解；在介绍临床疾病的治疗时，增加了“中西医结合思考”的内
容，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进展情况，分析在某一具体疾病治疗中中西医各自的优势所在，让学生有一个
客观的了解。
在方药篇中，增加了常用中成药的内容，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在临床上合理应用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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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健：男，1947生，博士生导师，全国和上海市名中医，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现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中西医结合I临床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主任。

　　1970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后在甘肃省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和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学习和
工作，在一批中医前辈指导下，潜心钻研岐黄医术。
1978年进入上海医科大学，师从姜春华、沈自尹教授攻读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
几十年来，在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起，协助沈自尹院士开展中医肾本质的理论和临床应用研究，对中医肾阳虚证的神经
内分泌免疫功能改变进行了许多探索，为研究团队取得开创性成果作了重要贡献。
自90年代起，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代谢综合征及其各种慢性并发症的研究，在充分利用现代医学
诊断和治疗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中医药“无病防病，有病防变”的特色，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明
显提高了代谢综合征各因子疾病的疗效，减轻了代谢源性心血管病危险因子的危害，并和研究团队一
起，对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代谢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创新性
地提出了中医“脾虚不化”的病机理论，完善了中医“聚证”证治理论，并率先提出了“同病类证”
的中西医病证结合观点，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

　　目前在学术团体的任职有：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虚证与老年病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等；并任“申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社长，《中西
医结合学报》等杂志副主编，《中华内分泌代谢病杂志》等杂志编委。
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30余名，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或参编专着4部、教材4部；曾先后承担国家
攻关项目等各类研究课题20余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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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血
一、血的生成和运行
二、血的功能
〔附〕 气与血的关系
第三节 津液
第四节 精
第五节 神
第四章 病因
第一节 六淫
一、六淫致病共有的特点
二、六淫致病各自的特点
第二节 疫疠
第三节 情志伤
一、致病特点
二、常见病证
三、治疗原则
第四节 饮食失宜
一、饥饱无度
二、饮食不洁
三、饮食偏嗜
第五节 劳逸失当
一、劳累过度
二、安逸过度
第六节 痰饮
一、痰饮的形成
二、痰饮的致病特点
三、常见病证
四、治疗原则
第七节 瘀血
一、瘀血的形成
二、瘀血的致病特点
三、常见病证
四、治疗原则
第五章 诊法
第一节 望诊
一、望神色
二、望形态
三、望头面部
四、望皮肤
五、望舌
六、望排出物
第二节 闻诊
一、闻声
二、嗅气味
第三节 问诊
一、问寒热
二、问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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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痛
四、问饮食口味
五、问睡眠
六、问二便
七、问经带
第四节 切诊
一、脉诊
二、按诊
第六章 辨证
第一节 八纲辨证
一、表里
二、寒热
三、虚实
四、阴阳
第二节 气血津液辨证
一、气的辨证
二、血的辨证
三、津液的辨证
第三节 脏腑辨证
一、心与小肠病辨证
二、肺与大肠病辨证
三、脾与胃病辨证
四、肝与胆病辨证
五、肾与膀胱病辨证
六、脏腑兼病
第四节 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
一、六经辨证
二、卫气营血辨证
三、三焦辨证
第七章 治则与治法
第一节 治则
一、预防为主
二、治病求本
三、标本缓急
四、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第二节 治法
一、汗法
二、吐法
三、下法
四、和法
五、温法
六、清法
七、消法
八、补法
中药与方剂篇
第八章 中药与方剂
第一节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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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药的基本知识
二、方剂概论
第二节 各论
一、解表方药
二、补益方药
三、清热方药
四、祛痰止咳平喘方药
五、祛湿方药
六、祛风湿方药
七、温里方药
八、理气方药
九、活血化瘀方药
十、止血方药
十一、平肝熄风方药
十二、消导方药
十三、泻下方药
十四、安神方药
第三节 常用中成药
一、内科疾病常用中成药
二、外科疾病用药
三、妇科疾病用药
四、儿科疾病用药
五、肿瘤科疾病用药
六、伤骨科疾病用药
七、五官科疾病用药
八、虚证用药
中医临床篇
第九章 内科
第一节 上呼吸道感染
第二节 慢性支气管炎
第三节 支气管哮喘
第四节 高血压病
第五节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第六节 病毒性肝炎
第七节 肝硬化
第八节 慢性胃炎
第九节 泌尿道感染
第十节 原发性肾小球肾炎
第十一节 慢性肾衰竭
第十二节 再生障碍性贫血
第十三节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第十四节 糖尿病
第十五节 类风湿关节炎
第十六节 缺血性中风
第十七节 帕金森病
第十章 外科病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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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因
二、辨证
三、治法
第二节 各论
第十一章 妇科病
第一节 概述
一、妇女的生理特点
二、妇女的病理特点
三、妇科病的诊断要点
四、妇科病的治疗原则
第二节 各论
第十二章 儿科病
第一节 概述
一、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
二、小儿四诊要点
三、治疗概要
第二节 各论
第十三章 肿瘤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各论
针灸篇
第十四章 经络
第一节 经络总论
一、经络的含义
二、经络系统的组成
三、经络的命名和脏腑属络关系
四、经络的分布
五、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衔接和流注
六、经络的作用
第二节 经络各论
一、手太阴肺经
二、手阳明大肠经
三、足阳明胃经
四、足太阴脾经
五、手少阴心经
六、手太阳小肠经
七、足太阳膀胱经
八、足少阴肾经
九、手厥阴心包经
十、手少阳三焦经
十一、足少阳胆经
十二、足厥阴肝经
十三、督脉
十四、任脉
第十五章 刺灸法
第一节 刺法
一、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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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刺练习
三、针刺操作
四、针刺异常情况及处理
第二节 灸法
一、艾炷灸
二、艾条薰灸
三、温针灸
四、温灸器灸
五、灸法的注意事项
第三节 其他疗法
一、耳针疗法
二、头针疗法
三、电针疗法
四、水针疗法
五、拔罐疗法
六、皮肤针疗法
七、穴位敷贴疗法
第十六章 腧穴
第一节 总论
一、腧穴的含义
二、腧穴的发展与分类
三、腧穴的命名
四、腧穴的主治作用
五、腧穴的定位方法
六、特定穴
第二节 常用腧穴
一、头面部
百会
人中（水沟）
迎香
四白
地仓
颊车
下关
阳白
风池
哑门
听宫
承泣
颧骨
睛明
翳风
天突
廉泉
二、胸腹部
中极
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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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海
中脘
膻中
神阙
天枢
三、腰背部
命门
腰阳关
大椎
天宗
心俞
肺俞
膈俞
肝俞
脾俞
肾俞
大肠俞
次髎
四、上肢部
太渊
少商
劳宫
支沟
中渚
通里
列缺
合谷
曲池
肩髃
内关
外关
肩髎
神门
后溪
五、下肢部
犊鼻
足三里
上巨虚
丰隆
三阴交
血海
伏兔
阴陵泉
承山
至阴
涌泉
太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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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溜
风市
悬钟
公孙
阳陵泉
委中
昆仑
环跳
太冲
六、经外奇穴
印堂
太阳
夹脊（华佗夹脊）
四神聪
安眠
定喘
十宣
四缝
第十七章 治疗总论
第一节 针灸的治疗作用
一、调和阴阳
二、扶正祛邪
三、疏通经络
第二节 针灸辨证论治的原则
一、补虚与泻实
二、清热与温寒
三、治标与治本
四、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五、局部与整体
第三节 针灸的取穴方法
一、选穴法
二、配穴法
第四节 针灸治疗作用的研究
一、调节 作用
二、镇痛作用
三、免疫作用
四、修复组织作用
第十八章 治疗各论
第一节 中风
第二节 面瘫
第三节 头痛
第四节 呃逆
第五节 不寐
第六节 哮喘
第七节 落枕
第八节 漏肩风
第九节 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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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腰痛
第十一节 痛经
第十二节 蛇丹
第十三节 泄泻
第十四节 便秘
第十五节 胃脘痛
第十六节 癃闭
第十七节 小儿遗尿
第十八节 痹证
第十九节 痿证
第二十节 针眼
第二十一节 眩晕
第二十二节 耳鸣
第二十三节 风疹
第二十四节 阳痿
第二十五节 近视
推拿篇
第十九章 推拿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作用原理
一、中医学认识
二、现代医学认识
三、生物学效应
第三节 推拿功法
一、少林内功
二、易筋经
第四节 推拿手法
一、一指禅推法
二、法
三、推法
四、拿法
五、按法
六、摩法
七、击法
八、扳法
九、拔法
十、摇法
第五节 常见病症推拿治疗
一、头痛
二、胃脘痛
三、痛经
四、小儿泄泻
五、中风
六、落枕
七、颈椎病
八、肩周炎
九、腰肌劳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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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腰椎间盘突出症
附录 十四经穴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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