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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基础》

前言

根据药学类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以教育部最新药学教育纲要为基础，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
药师资格准入为指导，按照医药行业用人要求，强调培养目标和用人要求紧密结合，以“三基”、“
五性”、“三特定”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方针，在第一版《中医药学基础》的基础上，由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福建中医学院、江西中医学院、河南大学、‘贵阳中医学院、辽宁中医药大学、沈
阳药科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集体研究、修订编写了第二版《中医药学基础》一书，是一本
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以及相关学科使用的教材。本教材旨在为药学类专业的学生传授中医药
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以及研究进展等相关信息。《中医药学基础》是一门综合性教材，概要介绍中
医基础理论、中药学和方剂学基本知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介绍中医学基础理论，包括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体质学说、气血精津液、病因病机、诊法辨证、预防、治
则与治法等相关内容；中篇介绍了中药的常识与基础理论，介绍了300多味常用中药的来源、性味归经
、功效与应用等知识；下篇介绍了方剂学的基础理论和常用方剂，介绍了100多首临床常用方剂的组成
、功效、应用及现代研究等内容。三篇内容体现了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基本思想，反映了相关学
科的知识要点。本次教材的修订，依据第一版的基本框架，在继承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教学需
要，于每章节前加上学习要点，以便师生更好地把握各章节内容的尺度；再次规范了中医药学相关概
念与名词术语，更新中药药理及现代研究、中药与方剂的现代研究进展等相关内容，加注中药药名的
读音，对个别内容做了调整与删减。在基础篇里，增加了“体质学说”，以适应新的教学需求。增补
了“发病与病机”章节。本次教材的编写，得到了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沈阳药科大学诸位专家老师
的大力支持，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编写此类教材，经验尚属不足，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各位同
仁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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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基础》

内容概要

《中医药学基础(第2版)》是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规划教材之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介绍中
医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体质学说、病因、发病、诊
法、病机与辨证、预防、治则与治法等；中篇介绍中药的基本知识及常用中药300多味，对其中179味
中药的处方用名、来源炮制、性味归经、功效应用、现代应用、用法、注意事项、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以及临床报道等做了较系统的介绍；下篇介绍方剂的基本知识及常用方剂100多首，并对其中105首
方剂的处方来源及组成、用法、功效、主治、方解、现代临床应用及药理研究等内容做了较全面的阐
述。本教材供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专业使用，也可作为中医药爱好者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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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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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涩剂　第十八章 痈疡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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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基础》

章节摘录

插图：二、人与自然界环境的统一性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人与自然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自然界存在
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又常常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人体，使机体相应地
发生生理和病理上的反映。这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特点被称为“天人合一”，或称“天人相应”。中
医学在病因、病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等各个领域中，都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在生理状
态下，人体能够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如在一年四季中，春、夏季节气候温热，腠理疏松，或加衣被过
多，身体通过多出汗来调整体温；秋、冬季节气候寒凉，腠理致密，或加衣被过少，出汗少或不出汗
，人体就通过小便增多来调整体液。这种适应性的生理变化，既维持了人体体温恒定，也反映自然界
不同气温下人体气血运行和津液代谢的状况。人体的脉象也有春弦、夏洪、秋浮、冬沉的不同。昼夜
晨昏的变化过程中，人体也必须与之相适应。白昼为阳，夜晚为阴，人体也是早晨阳气初生，中午阳
气隆盛，到了夜晚则阳气内敛，便于人体休息，恢复精力。地域的差异，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
也有很大不同。如江南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疏松；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较致密。甚至不同地区人们
的平均寿命也有很大的差别。自然条件好、污染少、饮食清淡、生活清净地区的人寿命就较长。反之
，人体适应自然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当超越了这个范围，即是病理性反应。如许多疾病的发生、
发展和变化也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如春季常见温病，夏季多发中暑，秋季常见燥证，冬季多有伤寒
。每个地区也各有其特有的地方病。人的迁移，如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生活习惯，就有可能生病，
通常称为“水土不服”。可见地域不同，人的体质不同，所患疾病亦不同，所以中医诊断、治疗疾病
，以及养生，都十分注意因地制宜的原则。许多疾病的发病时间、加剧及引起死亡的时间也是有一定
规律的。如许多慢性病（中风、哮喘、痹证等）的加剧或发作也大多和气候的急剧变化或季节交换有
关。在大节气，比如阴阳变化较剧烈的季节，冬至清明前后，死亡病例增多，这就是四季气候对疾病
影响的结果。根据中医运气学说，气候有着12年和60年的周期性变化，因而人体的发病也会受其影响
。人与天地相应，自然界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会产生影响，人类不能消极被动，而是要积极主动地适
应自然、改造自然，从而提高健康水平，减少疾病的发生。如保护自然环境、加强自身锻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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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基础》

编辑推荐

《中医药学基础(第2版)》为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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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基础》

精彩短评

1、买对了 挺好会认真看的
2、还行，就是有点脏！
3、老板人很好 书也不错 包装得很精致 很喜欢
4、常用以的一些药品的都有介绍，有一定的学习价值！
5、对于没有基础的人来讲，很实用，很基础。
6、本来就想自学中医，但是知道的肯定只有皮毛，这本书基础的东西还是讲的很细很好的，推荐
7、很实用的教材书，买来增长知识。
8、还有好多常用中药的药性和用法，不错！
9、帮同事买的，同事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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