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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概论》

前言

为了贯彻教育部[2006]16号文件精神，适应新形势下全国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需要，坚持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学生为主体的指
导思想和原则，按照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在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的组织规划下
，确立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编写教学大纲和本教材。《中医药学概论》涵盖了中医学基础、中药学、
方剂学和中成药学四门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是高职高专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本
教材的编写依据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关于全国高职高专药品类“十一五”规划教材的编写要求，贯彻专
业与岗位相结合的医药卫生工作方针，遵循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够用、实用、好用的原则
，突出“三基”培养模式，精心编写而成。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目的性、自觉性及教材内容的可读性
、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突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质量，在教
材中设立了“学习目标”、“课堂互动”、“实例解析”、“知识链接”、“知识拓展”、“学习小
结”、“目标检测”等模块，希望对教学有所裨益。同时，为了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联系，在
各章末安排了本章实验教学的内容，供各校在教学中选用。书末附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审定的
针对各专业的《教学大纲》，可供各校教学参考。各专业可以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专业学习的
需要选取教学内容。药物制剂技术、生物制药技术专业作为选修课，也可参考书末教学大纲的要求。
全书按照内容划分为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和中成药学四个部分，其中以中药和中成药为主体
。绪论部分扼要介绍了中医药学发展概况，中医学的基本特点；第一章至第七章为中医学基础知识，
主要介绍了中医指导思想、理论核心、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辨
证和防治原则。第八、九章为中药学知识，着重介绍中药的性能、炮制、配伍应用和性状鉴定。第十
章简介方剂学基础知识，第十一章重点介绍常用中成药及应用。为了体现实用的原则，在编写过程中
加入了实践操作、实例解析、考核标准等内容。每章后面的学习小结和目标检测，便于巩固学习内容
。本教材编写实行主编责任制，采用分工编写、主编统审、集体定稿的模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
中不足、错漏之处，恳请广大师生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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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概论》

内容概要

《中医药学概论》按照内容划分为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和中成药学四个部分，其中以中药和
中成药为主体。绪论部分扼要介绍了中医药学发展概况，中医学的基本特点；第一章至第七章为中医
学基础知识，主要介绍了中医指导思想、理论核心、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以及疾病的发生、发
展、诊断、辨证和防治原则。第八、九章为中药学知识，着重介绍中药的性能、炮制、配伍应用和性
状鉴定。第十章简介方剂学基础知识，第十一章重点介绍常用中成药及应用。为了体现实用的原则，
在编写过程中加入了实践操作、实例解析、考核标准等内容。每章后面的学习小结和目标检测，便于
巩固学习内容。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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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概论》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中医药学发展概况    一、中医药学的起源    二、中医药学理论的确立    三、中医药学理论
体系的发展  第二节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一、整体观念    二、辨证论治第一章  阴阳五行  第一节  阴阳
学说    一、阴阳和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    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二节  五行学说    一、五行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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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脏的主要生理功能及系统联系    一、心    二、肺    三、脾    四、肝    五、肾  第
二节  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生理特性    一、胆    二、胃    三、小肠    四、大肠    五、膀胱    六、三焦  
第三节  奇恒之腑的主要功能    一、脑    二、女子胞  第四节  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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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气    一、气的基
本概念    二、气的生成与运动    三、气的生理功能    四、气的分布与分类  第二节  血    一、血的基本概
念    二、血的生成    三、血的功能    ⋯⋯第四章  病因病机第五章  四诊第六章  辨证第七章  防治原则第
八章  中药基础知识第九章  常用中药及应用第十章  方剂学基础知识第十一章  常用中成药及应用参考
文献目标检测题参考答案中医药学概论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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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概论》

章节摘录

第一节 中医药学发展概况一、中医药学的起源中医药的起源是由于人类生存的需要，自从有了人类，
就有了疾病和伤痛，就需要医药知识和技能来疗伤治病，就有了中医药学。所以中医药学是伴随着中
华民族一起诞生。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的斗争巾，医药学有了最初的萌芽。原始人类由于没有经验，
不能辨别植物是否有毒，往往会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引起腹泻、呕吐、昏迷，甚至导致死亡。经过长
期的实践，人类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初步形成了植物有毒无毒的概念，并在观察动物
疗伤及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渐渐积累了某种植物对特定疾病治疗作用的经验。古代史书中有关神农尝
百草传说的记载，实际上就是人们认识植物药的实践过程。从远古时期到秦皇朝建立，人们迎过生产
、生活和医疗实践逐步发现、认识和使用药物，从感性的经验过渡到理性的认识，从最初的口耳相传
到形成文字记载，是中药的起源阶段，也是中药学的萌芽时期。药物的发现与寻找食物有关，饮食方
式的改进，如火的应用，烹调术的进步，酒、醋的发现，催生了早期药物加工、应用技术，出现炮炙
、配伍和汤剂、酒剂等。随着狩猎、渔业及采矿业的发展，原始人逐步了解到了某些动物的脂肪、血
液、内脏、骨骼、甲壳及某矿物等的食用价值和治疗作用，从而积累了一些动物及矿物药的知识。中
国民间流传的“药食同源”的说法，正足对植物药、动物药起源的真实写照。原始人通过对自然界动
物习性的观察及自身对疾病的体验，发现了某些植物的叶、茎对伤口的特殊治疗作用，积累了药物外
敷的经验；并在无意识用手抚摸、压迫受伤部位时，起到了散瘀消肿、减轻疼痛的作用；或用一些尖
硬物体，如石头、荆棘等刺激身体的某些疼痛部位或刺破身体的病变部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疼痛减
轻现象；用冷或热的物体对身体局部进行冷、热刺激，从而减轻某些疾病的症状等基础上，并对这些
反复多次出现的情形进行总结，由此产生了外治、针刺及灸法。以上都说明中医药学起源于原始社会
，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积累和创造的，是实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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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概论》

编辑推荐

《中医药学概论》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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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概论》

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不错，我非常的喜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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