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发展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医学发展简史》

13位ISBN编号：9787202046258

10位ISBN编号：7202046253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社：河北人民

作者：本社

页数：3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医学发展简史》

内容概要

《21世纪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丛书·医学发展简史》主要介绍了人类早期的医药文明、中西医学理
论体系的形成、医学的成长、中医学的繁荣与西医学建制化的开端、中医学的总结与西医学的革命、
生物医学体系的建立与中西医学的冲突、现代医学的重大成就与中医学的新发展、当代医学发展的特
点、趋势与挑战等知识，并附有医学发展大事年表和医学发展示意图。

Page 2



《医学发展简史》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人类早期的医药文明第一节 医药文明的萌生第二节 文明古国早期的经验医学第三节 中国
早期经验医学第二章 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第一节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第二节 西方古典医学的奠
基第三节 西方古典医学的发展第三章 医学的成长第一节 中医学各科的充分发展第二节 欧洲古典医学
文化的衰落与阿拉伯医学的兴起第四章 中医学的繁荣与西医学建制化的开端第一节 中医学的繁荣第
二节 西医学建制化的开端第五章 中医学的总结与西医学的革命第一节 明清时期中医学的总结第二节 
中国其他民族医学第三节 西医学的革命第六章 生物医学体系的建立与中西医学的冲突第一节 生物医
学体系的建立第二节 中西医学的冲突第七章 现代医学的重大成就与中医学的新发展第一节 现代医学
的重大成就第二节 当代中医学的新发展第八章 当代医学发展的特点、趋势与挑战第一节 当代医学发
展的特点与趋势第二节 传统医学在当代医疗保健中的地位与价值第三节 当代医学面临的主要问题附
录一 医学发展大事年表附录二 医学发展示意图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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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发展简史》

章节摘录

　　《脉经》一书的主要学术成就是：　　（1）确立了“寸口脉诊法”。王叔和在分析研究以前医
学家提出的“三部九候脉诊法”、“人迎寸口诊法”以及“寸口脉法”等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寸口
者，脉之大会⋯⋯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法取寸口”，并创新提出了寸、关、尺三部分候脏腑理论，
即左手的寸部主心与小肠，关部主肝与胆；右手的寸部主肺与大肠，关部主脾与胃，而两手尺部均主
肾与膀胱。从此，脉诊不仅统一了部位，也因解决了脉诊与中医人体学核心结构--五脏六腑的对应关
系，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脉诊的临床实用发展。　　（2）归纳出了24种脉象。魏晋以前的医学著作中记
载的脉象名称种类十分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脉经》之前的脉象种类多达80余种。王叔和经过认
真比对，规范为24种脉象，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
、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等，对各种脉象的指感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对相近脉象提出了实
用的鉴别方法，如“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弱脉，极软而沉细，按之欲绝于指下”等，从
而使脉学的脉名与脉象达到了统一和标准化。　　（3）强调脉诊与其他诊断方法的密切结合，重在
实际应用。王叔和的《脉经》不是孤立论脉，更不主张单凭脉象来诊断病证。他在阐述脉象理论的过
程中，紧密联系临床实际，将脉、证、治三位一体地做了通盘论述，例如“寸口脉迟，上焦有寒，心
痛，咽酸，吐酸水。宜服附子汤、生姜汤、茱萸丸，调和饮食以暖之”，“关脉缓，其人不欲食，此
胃气不调，脾气不足。宜服平胃丸、补脾汤，针章门，补之”等。此外，王叔和还对危重病证出现的
“怪脉”或“败脉”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描述，如“三部脉累累如贯珠，长病得之，死”，“三部脉如
屋漏，长病十日死”，“三部脉如雀啄，长病七日死”，“三部脉如釜中汤沸，朝得暮死，半夜得日
中死，日中得夜半死”等，十分便于临床医生的理解与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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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丛书·医学发展简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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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过于注重中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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