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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卫生部、教育部等五
部委《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和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各省、自治区相继开展了乡村医生中医学专业的培训工作，以满
足广大的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对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的迫切需求。
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教材的选用是关键因素之一，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
乡村医生培训教材。
　　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的在职、在岗中
医药人员教育培训为重点，提高乡村医生中医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水平，突出实用性，
侧重中医药临床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使乡村医生通过接受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掌
握基本知识，提高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为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技能水平过硬
的实用性中医药人才。
　　教材编写的原则和基本要求：①教材科学定位：以培养高素质的乡村医生、提高乡村医生学历层
次和业务水平为出发点，降低理论深度上的要求，建立实用技能体系。
②突出中医药特色：教材在内容选取和编写上，要保持中医药特色，贯穿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思想，
理论知识要宽泛，实践技能要突出，实践课要占到50％的比例。
③教学体系合理：重视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统一，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充分体现乡村医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性，教材编写要有利于学生学习。
④实行主编负责制：由主编组建各教材编委会，并提出主导意见和编写大纲，经编委会充分讨论修改
、完善后执行。
由主编落实各参编人员的编写任务。
各参编人员根据讨论通过的编写原则、要求，负责分工编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参编部分的稿件。
最后由主编统稿、定稿，交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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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内科学（供乡村医生培训用）》内容简介而：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卫生部、教育部等五部委《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和队伍建设的意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各省、自治
区相继开展了乡村医生中医学专业的培训工作，以满足广大的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对实用性技能型中
医药人才的迫切需求。
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教材的选用是关键因素之一，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
乡村医生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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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医内科学的定义、性质及范围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及
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
它既是一门临床学科，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其他临床学科的基础。
中医内科学作为中医学的一门主干学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科地位。
　　中医内科古称“疾医”、“杂医”、“大方脉”，说明中医内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传统将其研
究的疾病分为外感病和内伤病两大类。
一般说来，外感病主要指《伤寒论》及《温病学》所说的伤寒、温病等热性病，它们主要由外感风、
寒、暑、湿、燥、火六淫及疫疠之气所致，其辨证论治是以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的生理、病理理论
为指导。
内伤病主要指《金匮要略》及后世内科专著所述的脏腑经络病、气血津液病等杂病，它们主要由七情
、饮食、劳倦等内伤因素所致，其辨证论治是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理论为指导。
随着时代的前进、学术的发展、学科的分化，原来属于中医内科学范畴的外感病如伤寒、温病等热性
病已另设专科，内科的部分急症则编人《中医急诊学》。
　　本教材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内伤杂病和部分外感病，按其体系分为肺病证、脾胃病证、肝胆病证
、心脑病证、肾膀胱病证、气血津液病证、经络肢体病证。
每一病证包括概述、病因病机、诊断、鉴别诊断、辨证论治、其他疗法、转归预后、预防与调摄以及
医案精选。
二、中医内科学发展简史自远古至“五四运动”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在同疾病的斗争中不断
实践、探索，由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不断发展提高，创建了中医学，同时也创建和发展了中医内科学
。
中医内科学的发展史，大体经历了萌芽阶段、奠基阶段、充实阶段和成形阶段。
　　（一）中医内科学的萌芽阶段（殷周时期）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在生产斗争的同时便开始了
原始的医药活动，“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随着医药活动的增加，中医内科学开始萌芽，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已有“疾首”、“疾身”、“疾足”
、“风疾”、“疟疾”、“蛊”等一些内科疾病的记载，殷商时期已发明汤液、药酒治疗疾病。
周朝对医学进行了分科，有了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分工不同的医师，其中的疾医可谓最早的内科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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