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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史》

内容概要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史》除“绪论”和“中西医结合学科史大事记”之外，主要内容分为4章：第1
章“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前史”，简约介绍了各文明古国的早期经验医学、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的发
展历程和特点、中国近代的中西医交流等；第2章“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创立”，介绍了20世纪50年
代至80年代初，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奠基和创立的过程；第3章“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介绍
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的新发展；第4章“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的评价与展望”，讲
述了国家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支持、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认可，分析了中西医结合医学在中国卫
生事业中的地位、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国际影响、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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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导师推荐的，适合做科学史的同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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