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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

前言

中医教材是培养中医人才和传授医学知识的重要工具，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中医药院校教学质量的关
键之一。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教材
的质量，更好地把握新世纪中医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让高等中医药院校有足够的、高
质量的教材可供选用，以促进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继承创新、发扬光人中国传统医学，让学
生在规定的课时內，牢固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全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管理研究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组织，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积极参与，共
同编写了本套供中医药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精编教材”概念
的提出是基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出版的经验，是对中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规律探
索的体会，是对中医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本套教材是以国家教育部新版的教学大纲和国家中医药执
业医师资格考试要求为依据，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以突出中医传统和特色的高等医药院校教
材（五版）及反映学科发展新成果的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九五.规划教材（六版）为蓝本，充分吸
收现有国内外各种版本中、西医教材的合理创新之处。从教材规划到编写的各个环节，层层把关，步
步强化，重在提高内在质量和精编意识。既体现在精心组织，高度重视，以符合教学规律；又体现在
精心编写。在.三基”、“五性”和“三特定”的教材编写原则下，确保内容精练、完整，概念准确，
理论体系完整，知识点结合完备，并有创新性和实用性，以切合教学实际，结合临床实践，力求.精、
新、实、廉”的特点。同时，教材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形式多样，主体层次清晰，类目与章节安排
合理、有序，充分体现了清晰性、易读性及和谐性。在本套教材策划、主编遴选、编写、审定过程中
，得到了专家指导委员会各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了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一纲多本、形式多样是高等教育教材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殷切希望各中医药院校师生和广大读者在使用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使本套精编教材更臻完
善，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更符合现代中医药院校教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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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

内容概要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属性、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及其主要內容、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精气、阴阳、五行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藏象、五脏、六腑、奇恒之腑、脏腑之间的关系、气血津液与精神、津液、气血津液之间
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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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

书籍目录

绪论一、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属性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
特点及其主要內容四、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五、学习和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方法第一章 精气、阴
阳、五行第一节 精气学说一、精气与精气学说的基本概念二、精气学说的基本內容三、精气学说在中
医学中的应用第二节 阴阳学说一、阴阳的基本概念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內容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
的应用第三节 五行学说一、五行的概念二、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三、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第二
章 藏象第一节 概说一、藏象的概念及其来源二、藏象与藏象系统三、脏腑的分类与区别第二节 五脏
一、心附：心包络二、肺三、脾四、肝五、肾附：命门第三节 六腑一、胆二、胃三、小肠四、大肠五
、膀胱六、三焦第四节 奇恒之腑一、脑二、女子胞附：精室第五节 脏腑之间的关系一、脏与脏之间
的关系二、脏与腑之间的关系三、腑与腑之间的关系第三章 气血津液与精神第一节 气一、气的基本
概念二、人体之气的来源和功能三、气的分类及其组成、分布与功能第二节 血一、血的基本概念二、
血的来源和组成三、血的循行四、血的生理功能第三节 津液一、津液的基本概念二、津液的来源和组
成三、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四、津液的功能第四节 气血津液之间的关系一、气与血的关系二、气
与津液的关系三、血与津液的关系第五节 精一、精的基本概念二、精的生成三、精的生理功能第六节
神一、神的概念和本源二、神机的概念三、人体之神的形成与功能第七节 精气神的关系第四章 经络
第一节 经络的概念和经络系统一、经络的基本概念二、经络系统的组成第二节 十二经脉一、十二经
脉名称二、十二经脉的走向和交接规律三、十二经脉的分布规律和表里关系四、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
五、十二经脉的循行第三节 奇经八脉一、奇经八脉的基本概念二、奇经八脉的循行特点三、奇经八脉
的共同功能四、奇经八脉的循行及基本功能第四节 经别、别络、经筋、皮部一、经别二、别络三、经
筋四、皮部第五节 经络的生理功能第六节 经络学说的临床应用第五章 体质第一节 体质的概念和形成
一、体质的概念二、体质的形成第二节 体质分类一、阴阳分类法二、五行分类法第六章 病因与发病
第一节 病因一、外感性致病因素二、內伤性致病因素三、病理产物类致病因素四、其他病因第二节 
发病一、发病原理二、影响发病的因素三、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七章 病机第一节 基本病机
一、邪正盛衰二、阴阳失调三、气血失常四、津液代谢失调第二节 内生“五邪”第三节 脏腑病机一
、五脏病机二、六腑病机三、奇恒之腑病机第四节 经络病机一、经络的气血偏盛偏衰二、经络的气血
逆乱三、经络的气血运行不畅四、经络的气血衰竭第五节 疾病的传变与转归一、疾病传变与转归的含
义二、影响疾病传变与转归的因素三、疾病传变与转归的形式第八章 防治原则第一节 未病先防第二
节 既病防变第三节 治则治法一、治則与治法的概念二、基本治則第九章 养生第一节 养生的基本概念
一、天年二、衰老第二节 养生的基本原则一、顺应自然二、形神兼养三、保精护肾四、调养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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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

章节摘录

（3）调畅情志：情志，属心理活动，是人对外界客观事物刺激所产生的喜、怒、忧、思、悲、恐、
惊等情感变化，但与肝的疏泄功能密切相关。人的情志活动，以气血为物质基础，而肝主疏泄、调畅
气机，促进气血的运行，故能调畅情志。此外，中医认为肝在志为怒，而恼怒是最常见的不良情志因
素。只有肝主疏泄功能正常，气血调畅，人的精神情志才正常。而肝失疏泄，气血不调则可致情志失
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肝的疏泄功能太过，肝气亢奋，临床可见头胀头痛，急躁易怒等
。二是疏泄功能减退，气血不畅，肝气郁结，临床可见抑郁寡欢，多疑善虑等症状。（4）促进和调
节生殖功能：肝主疏泄还可影响到人的生殖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是女子胞月经的排泄和
胎儿的孕育。因为女子胞的功能以气血为物质基础，而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促进气血的运行。同时
，肝又主藏血，调节血量，为女子胞输送气血以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正是因为肝与女子胞的功能
极其密切，故又称“女子以肝为先天”。肝主疏泄功能失常，则可导致女子胞功能障碍。如肝失疏泄
，气血不畅，影响到女子胞功能则可见月经不调，如周期紊乱，痛经等。其二是可影响到男子的生殖
功能。男子精气排泄也依赖肝主疏泄功能的调节，如肝的疏泄功能太过，扰动精室，则可见遗精、早
泄等。2.主藏血  肝主藏血，是指肝脏具有贮藏血液、调节血量的生理功能。人体的血液由脾胃消化吸
收来的水谷精微化生。血液生成后，一部分被各脏腑组织器官直接利用。另一部分则流入到肝脏贮藏
起来。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血流量，常随人的机能状态及外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如体力劳动时
则四肢血液的分布量较多，脑力劳动时则大脑的血流量增加，而在进食时则胃肠道的血流量显著增加
。人体血量的这种分布，既可保证了处于运动中的脏腑组织器官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又防止处于相
对抑制的脏腑器官消耗过量的血液，而肝脏血量分配这方面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当人体某一部位活
动量增加，血液需求量亦增加时，肝脏即可将贮藏的血液适时排放到相应部位，保证这些脏腑组织器
官有充足的血液供应。而当人体活动量减少，血液量需求也相应减少时，一部分血液又流回肝脏，由
肝来贮藏之，肝脏即通过自身的藏血功能来调节全身的血量分布。如（素问·五脏生成篇）说：“故
人卧血归于肝。”唐代医家王冰注释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
。”由于肝具有藏血功能，故中医学称“肝为血海”。各个组织器官得到了肝血的滋养才能发挥正常
的生理功能。所以《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
血而能摄。”肝藏血的功能对防止出血、制约和涵养肝阳及妇女月经的调节也有重要意义。如果肝藏
血的功能失常，可产生以下病理变化：肝血虚少，则脏腑组织器官失养.血不养目可见目花、干涩、夜
盲；血不养筋，可见筋脉拘急，麻木、屈伸不利甚或抽搐；血海空虚，还可见妇女月经量少，甚或经
闭。肝不藏血，则可见出血，如呕血、衄血；在女子则可见月经量多或崩漏。肝的调节血量的功能，
是以贮藏血液为前提的，只有充足的血量贮备，才能有效地进行调节。但是，将贮藏于肝内之血液输
布于外周的作用，实际上即是肝的疏泄功能在血液运行方面的表现。所以（血证论）说：“以肝属木
，木气冲和调达，不致遏郁，则血脉通畅。”是说只有在肝气冲和调达的情况下，贮存于肝内的血液
才能向外周布散。因此，肝气调节血量的功能，必须在藏血与疏泄功能之间协调平衡的情况下，才能
正常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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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

编辑推荐

《中医基础理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中的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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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

精彩短评

1、还不错！我看好的
2、适合想对中医有所了解的人，非常好
3、很好，对于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基础的人来讲，挺好的
4、基础理论这本书挺好的，比较通俗易懂而且也比较薄，不用花多久就能看完了
5、是我要买的书，谢谢哦！
6、作为中医学生，我在学校学的是双语版。妈妈建议我买一套中文版的（学校其他专业同学学的都
是中文版，且为这本书）。拿到手后果然觉得非常好，结构清晰，叙述明了，我们上课的笔记基本都
跟这本书的结构一样
7、把外国的马克思的观点强加在中医理论身上，牵强附会，这样的所谓“中医”充其量只是西医的
附庸。
8、买了还可以，送给同学的礼物，希望他能有所收获
9、好好好书，不错
10、此书是中医入门必备，没得讲了，呵呵
11、看这本书会让你成长,弘扬中医文化.
12、书内内容太过用唯物主义去解释中医，有生搬硬套之嫌，且用朴素唯物主义给古代哲学思想戴帽
子实在是~~
13、是因为细化了还是⋯⋯
14、非常唯物主义的中医教材，哈哈~对中医理论都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加以讲解有几个观点可谓
经典之极：人体精、气都是物质的；中医是建立在古代解剖基础上的；中医起源于古代养生家、哲学
家⋯⋯所有的中医理论都要与唯物主义挂钩甚至用现代西方医学牵强附会的去解释中医理论且讲的都
很简单非常好的一本教材，可以让后人知道传统中医理论是如何被消灭掉的⋯⋯
15、今天把这门的试考完了，算是读过了吧。可是为什么有些惆怅了呢？
16、henhaoxihuan
17、挺不错，买得值
18、挺满意的！纸质稍微差了点。
19、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基础理论书，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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