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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学八论》为《王琦医书十八种》之九《中医学八论》，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中医学术整体发展研究，主要包括：论中医学的科学性及科学属性和内涵、论中医学的特色与
优势、论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论中医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和论中医学发展展望五个部分；下篇
为中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论中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论中医理论的基础与构建原理、论中医理论
现状考察与发展三个部分。
本书资料均来源于本人30多年来在书籍、期刊、报纸等发表的相关文章，文章蕴涵了学术的现实感与
时代感，具有重要的学术及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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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琦，男，1943年出生，江苏高邮人。
著名中医学家，中医男科学创始人、奠基者之一。
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体质与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带头人，人事部、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的全国500名著名老中医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专家，中国性学会常务
理事，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中国中医研究促进会副会长，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
　　数十年来，王琦教授为中医男科学的构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医男科学
》、《中华中医男科从书》、《王琦男科学》、《男科中西医汇通》等专著。
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中医男科人才和硕士、博士、博士后多人。
在阳痿、前列腺炎、男性不育症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著名论点，为男科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新见解，并研制出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和男性不育症的中药新药，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奖励，在国
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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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中医学术整体发展研究第一章 论中医学的科学性及科学属性和内涵第一节 中医学的科学性一、
中医学的系统论观点二、中医学的控制论观点三、中医学与现代边缘科学第二节 中医学的科学属性和
内涵一、科学属性二、科学内涵第二章 论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第一节 中医学的特色一、什么是中医
特色二、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医学特色第二节 中医学的优势一、理论上的优势二、临床治疗上的优势三
、养生保健优势四、安全低廉优势五、药材资源的优势第三节 中医药的科技优势一、中医药科技优势
的表现和问题二、发挥中医药自身科技优势第三章 论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第一节 中医理论的继
承发展与创新一、中医学术发展的若干问题二、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三、把中医理论的研究工作提到
重要位置四、当前中医理论研究工作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五、加强中医理论建设第二节 中医临床的继
承发展与创新一、中医临床存在的问题二、中医临床存在问题的对策第四章 论中医药的现代化与国际
化第一节 中医药的现代化一、中医现代化的背景二、中医现代化的内涵三、中医现代化的任务、目标
和策略四、中医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第二节 中医药的国际化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现状二、国外中
医医疗现状与发展趋势三、中药人世后的问题与对策四、对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十点建议第五章 论中医
学发展展望第一节 中医药百年回眸与展望一、前百年回眸二、后百年展望第二节 中医药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中医药的历史新时期第四节 中医药走向21世纪的关键下篇 中医理论研究第六章 论中医理论研
究的重要性第一节 实践呼唤新的中医理论思维一、明确继承与完善发展的关系二、研究思路与方法的
更新三、依据实践，不断创新第二节 加强中医理论研究是提高辨证论治的关键第七章 论中医理论的
基础与构建原理第一节 中医理论产生的基础一、实践基础二、哲学基础三、以整体平衡观为特色四、
融合基础第二节 中医理论构建的原理一、主体兼容，多元综合的构建原理二、活体取“象”，实体求
证的认知原理三、虚实互见，多态模式的思维原理四、整体联系，动态调控的解析原理五、平衡调节
，因人制宜的防治原理第八章 论中医理论现状考察与发展第一节 中医基础理论现状考察一、中医基
础理论现状考察的纲要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中医理论的发展一、中医理论发展的
思考二、中医理论研究的目标与模式三、中医理论发展的核心命题四、中医理论的发展路向五、中医
理论发展研究的方法六、中医理论发展新境界的开辟第三节 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一、中医基
础理论学科的现状、特征与定位二、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三、中医基础理论
学科建设的发展方略、目标和措施四、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建设的发展附篇Ⅰ中医理论学术论文目录Ⅱ
部分中医理论及学科发展的珍贵资料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学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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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