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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特有的一门医学学科。
通过中西医的优势互补，许多疾痛，尤其是一些疑难疾病的诊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成为我国乃至
世界临床医学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力量。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越来越倾向于中西医结合诊疗疾病，由此中西医结合的队
伍越来越壮大，不少高等医药院校（包括高等中医药院校和高等医学院校）适应社会需求，及时开设
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或称中西医结合专业），甚至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系、中西医结合学院，
使中西医结合高等教育迅速在全国展开，有些院校的中西医结合专业还被省、市、地区评为当地“热
门专业”、“特色专业”。
但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却明显滞后于中西医结合专业教育的发展，各院校使用的多是自编或几个院校
协编的教材，缺乏公认性、权威性。
教材的问题已成为中西医结合专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规划、组织编写了高等
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第一版本科教材，即“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
。
本套教材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
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通过大量调研工作，根据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两个基础、一个临床”的教学
模式（两个基础：中医基础、西医基础；一个临床：中西医结合临床）以及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的现
状，实行先临床后基础的分步实施方案，首先重点系统规划了急需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教材和部分专业
引导性教材共16部（分别为：《中外医学史》《中西医结合医学导论》《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
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中西医结合
耳鼻咽喉科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西医结合危重病学》《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中西
医结合精神病学》《中西医结合肿瘤病学》《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中西医结合口腔科学》《中西
医结合肛肠病学》），组织全国开设中西医结合专业或中西医结合培养方向的78所高等中医药院校、
高等医学院校的专家编写，于2005年正式出版发行并投入教学使用。
上述教材在教学使用过程中，得到师生的普遍好评，也被列为国家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的蓝本教
材。
为确保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的系统性，满足教学的需要，进一步编纂该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成为许
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为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先后在北京、长沙、广州等地组织了多次专家
论证会，统一了思想，决定启动中西医结合基础课程的教材建设工作，认为基础课程教材的建设应遵
守以下原则：①保持中西医基础课程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充分体现专业基础教材的科学性，突出“三
基”，构筑中西医结合临床课程的专业基础，能支撑中西医结合临床课程的专业学习；②体现中西医
结合学科学术发展的现状，保持教材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启发性；③突出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的
专业基础特点。
立足于本科教学层次的需要，把握适当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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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医学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经过广大医药科技人员的艰苦工作，一个具有中西医结合医学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显现。
特别是伴随着中西医结合医学在医疗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一批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临床教材脱颖而
出。
但是，作为支撑和指导，晦床的基础性理论教材却明显滞后，《中西医结合生理学》就是在此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
    本教材编写的主导思想是，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其中西医结合的理念与学习方法，以实现由
基础到临床的顺利过度，同时也为其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奠定基础。
为此。
本教材分为上、下两篇，计十三章。
上篇主要内容是：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方法；生命活动基本特征与物质基础、
机体功能活动调控系统与调控机制等；下篇主要以功能系统为主线，分别介绍了机体各部分的基本功
能及其调节机制等。
为保持中医、西医各自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多数章节均按照中医学传统理论、现代医学理论、中医基
本理论现代医学研究的顺序进行编写。
但作为探索，个别章节将中西医内容进行了穿插编写，以期两个理论体系能够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结合
。
    在编写过程中，本教材不是以中医脏腑为中心，即将每个脏腑的所有功能集中编写，而是以现代生
理学的功能系统为主线，将中医和西医认识基本一致的内容统一编写，从而突出了某一功能活动中，
相关脏腑和器官、组织、细胞所起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着力培养学生以功能系统为主线学习中西医结
合生理学的思维模式。
为了使教材通俗易读，本书没有大量引用中医经典条文，而采用直白、简洁的语言加以阐述。
编写的内容坚持“三基”和“少而精”的原则，注重科学性、启发性和实用性。
在中医理论现代医学研究内容的编写上，遵照中医基本理论的原创思维，以中医的“证”确立现代医
学的“病”，将“证”的定位、发生机制与“病”的解剖定位、病理生理机制进行比较，以“病”、
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探讨引发“证”的脏腑功能定位及可能机制，并辅以实验研究结果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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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的研究内容    　一、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研究的对象
与任务    　二、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研究的三个水平    　三、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四
、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的研究思维与方法　  第二节  阴阳平衡与内环境稳态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与
属性　　  二、阴阳的相互关系　　  三、内环境与内环境稳态　　  四、阴阳平衡与内环境稳态　　  
五、阴阳学说的现代医学研究　  第三节  机体功能的调节与五行生克制化  　　一、机体功能活动调节
形式　　  二、机体功能活动调节的特点——自动控制　　  三、五行学说及在医学中的运用　　  四、
五行学说的现代医学研究　　  五、机体功能活动自动控制与五行生克制化　第二章　生命活动的基
本特征与物质基础  　第一节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　　  一、新陈代谢　　  二、兴奋性　　  三、适
应性　  第二节  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一、精　　  二、气　　  三、血　　  四、津液　　  五、精
气血津液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　  第一节  细胞跨膜物质转运与信号转导功能　　  一
、细胞膜的结构与跨膜物质转运功能　　  二、细胞跨膜信号转导功能　　  三、细胞内跨膜信号转导
　　第二节  细胞生物电现象与兴奋性　　  一、神经和骨骼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二、兴奋的引起
和兴奋在同一细胞上的传导　　第三节  骨骼肌的收缩功能　　  一、肝脾与肌肉收缩功能　　  二、骨
骼肌细胞的微细结构　　  三、骨骼肌的兴奋一收缩耦联　　  四、骨骼肌收缩的分子机制　　  五、骨
骼肌收缩的形式及力学分析　　  六、脾主肌肉与肝主筋功能的现代医学研究　第四章　神经系统　  
第一节　脏腑与神明　　  一、神明的含义与物质基础　　  二、情志与五脏　　  三、脑与神明  　第
二节　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一、神经元．　　  二、神经胶质细胞　  第三节　神经元间的
信息传递  　　一、突触分类与结构　　  二、化学性突触传递的过程　　  三、神经递质与受体　  第
四节　反射中枢活动的一般规律　　  一、反射中枢　　  二、中枢神经元的联系方式　　  三、反射中
枢内兴奋传递的特征　　  四、中枢抑制　  第五节　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功能  　  一、躯体感觉的传
导　    二、丘脑的核团及其感觉投射系统　    三、大脑皮层的感觉分析功能　    四、痛觉　  第六节　
神经系统对姿势和运动的调节  　  一、脊髓对躯体运动的调节⋯⋯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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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恒动观动是相对于恒而言的。
恒动是对人体生命过程中的运动性、变化和发展性的认识。
‘人体生命活动的发生、发展直至自然地衰老、死亡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运动。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机体各个脏腑、器官不论是形态或功能均有一定的运动变化规律，可以视为生命
活动的恒定性。
但是各种功能的发生和发展又不是固定在某一空间水平或某一时间点上的。
由于机体内部或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机体为了适应其变化，各个脏腑器官的形态和功能也会因此而
发生变化。
即使在内外环境没有大的变化时，体内各种功能活动也将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时相中进行波动，即
为生命之运动。
这种生命活动相对恒定的规律性和脏腑、器官形态与功能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的波动性，即是恒动观的
内涵。
就机体内功能而言，恒是相对于动的，而动则是永恒的。
动，是生命的标志，不论是中医学中的气血津液、脏腑经络，还是现代医学中的血液、循环、呼吸、
神经、内分泌系统正常功能指标无不是在动中求恒，在变化、发展中求得相对稳定的。
动，在机体内还隐含着明显的固有的节律性，如中医学认为，脏腑、经络的功能经常随着时间的延伸
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所谓“五脏应四时”等五脏的时间节律性或周期性理论；现代医学中体温日间
节律、肾上腺皮质等激素的节律性分泌、成年女性的月经周期变化等，无不体现出动的存在与恒的稳
定。
恒动观不但用于对人体正常功能的认识上，同时也用于对疾病的病理变化的把握上以及对疾病发生、
发展过程的认识中。
各种致病因素对机体脏腑器官损伤、；破坏的同时，也有机体保护、调节、修复、自愈功能系统的存
在。
只有邪气与正气、疾病与康复的相互对立、消长变化运动，才能够维系恒的存在。
如果恒动无法维持生命活动也将随之消失。
恒动观对机体功能的恒动思想认识为人类的健康维持、疾病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四、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的研究思维与方法科学研究是人类在实践中应用正确的观点和客观精确的方法
，通过调查分析或实验观察，经过理论思维正确反应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或者验证有关知识的认识活
动。
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综合了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研究方法，因此在其研究方法中必然兼顾着两种医学体
系固有的研究思维与方法，以及由此综合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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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医结合生理学》：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改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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