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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絖军汉、吴水盛主编的《中医学》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供全国高等医
学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及相关专业学习中医课程使用。
《中医学》以现行各版本的教材为基础，吸取各家的长处，又在内容与形式上做了一些改进，努力做
到既有继承性、连续性，又适应与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本课程计划课时76学时，主要介绍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以及在临床的综合运用。
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一定的中医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并能初步运用中医药防
治常见病和多发病。
内容分上、下篇。
上篇主要内容有阴阳五行精气学说、藏象学说、气血津液、经络、病因病机、四诊、辨证、治则与治
法、中药、方剂。
下篇有针灸、内科病证、妇科病证、儿科病证、外科病证。
书末附有常用方剂、参考书目，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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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内科学疾医是最早的内科学雏形。
《金匮要略》以脏腑分证治疗杂病，理法方药，立论精确；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多种内科
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成为内科学发展的基础。
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所记录的消渴一病的证候和治法，给后世内科疾病分型治疗很大启发。
宋、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学派蜂起，在推动整个中医药学发展的同时，内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特别是以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代表的四大医家，后称“金元四大家”。
其中刘完素倡导“火热论”而用药以寒凉为主，后称“寒凉派”；张子和主张邪气为致病之主因，“
邪去则正安”，用药长于汗、吐、下三法，后称“攻下派”；李东垣重视中焦脾胃，提出“内伤脾胃
，百病由生”，用药主张先补脾胃，后称“补土派”；朱丹溪独重“相火”，火易耗阴而提出“阳常
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力主滋阴降火，后称“滋阴派”。
不同的学术流派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发展了中医辨证治疗的方法。
明清为温病学的迅速发展时期，吴又可提出“疠气”的特殊病因，详论了瘟疫的传染途径及证治；叶
天士、吴鞠通对外感温病深入研究，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共成外
感病辨证论治的两大体系，完善了外感热病的诊治。
张景岳、王清任的命门学说，瘀血的理论，血证辨证的深入和创造，推动了内科学的发展。
从此，内科学一整套的辨证治疗理论体系基本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理论探讨、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古医籍整理等各类内科学专著大量问世，使内
科疾病的病因病机日益明确，诊断更加准确，辨证分型进一步规范，治疗手段和方法更加先进，疗效
显著提高。
　　2.外科学中医外伤科学起源很早，但发展缓慢，古称“疡科”，其起源于原始社会，明清时已较
成熟。
　　汉代医家华佗使用“麻沸散”全身麻醉施行各种手术为世界最早的外科麻醉术。
晋代的《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第一部外科专著，总结了许多金疮痈疽、疔疖及其皮肤病的治疗经验
。
隋代《诸病源候论》、唐代《千金方》收载了许多外科疾病，如瘿瘤、疔疮、痈疽、痔瘘、丹毒、虫
蛇兽咬伤及皮肤疾病的治疗方药。
宋、元时期，《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外科精要》、《世医得效方》等的问世，对外科病
的辨证治疗用药及创伤外科的内外结合治法都有独特创新，使外伤科得到了较快发展，为以后的完善
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代，中医外科已逐渐发展成熟。
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为标志，其详载病名，各附治法，条理清楚，内容丰富，此前的大部分外科
病证治法均收录。
《医宗金鉴》对外科、伤科许多疾病的诊断、用药、治疗手法阐述系统而详细，使外科学得到了迅速
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外科领域，特别是在治疗痈、疮、疔、毒，结扎和注射治疗内痔，切开
或挂线治疗肛瘘，辨证治疗脱疽、骨疽，中西医结合治疗红斑狼疮、烧伤，手法整复及小夹板局部固
定治疗骨折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3.妇科学妇科古称“女科”。
早在《内经》中就有不孕、不月、子瘤、血枯、石瘕等妇科病的记载。
《伤寒杂病论》中专论妇科妊娠、产后、杂病三篇，理法方药严谨，为妇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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