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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是关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一门课程,其内容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的认识 (藏象、
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中医学对疾病及其防治的认识

(病因、发病、病机、防治原则)。本课程是中医学、针灸推拿

学、中药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执

业医师、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
为帮助学习者更容易地学习和掌握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

中的基本知识点,我们结合多年教学经验编写本书。本书对中

医课程中的知识点以图表形式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每个知识

点后附以速记歌诀和学习要点,以便学习者易学、易记、易

掌握。
该书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十二五”规划教材 《中医基础理论 (第九版)》为蓝本,所涉

及的知识点与该教材相一致。本书的绪论、中医学的哲学基

础、精气血津液神、藏象、经络、体质由郑红编写,病因、发

病、病机、防治原则由王玉芳编写,全书由郑红审稿并修改。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敬请广大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修订提高。

编者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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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学的概念

中医学

概念

 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科

学。它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的

思维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相交融的科学知识体系

学科

属性

 属自然科学范畴

 具有社会科学特性

 受到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中医学是多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

速记歌诀

中医发祥数千年,防病治病做贡献。
理论独特经验丰,自然人文来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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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点

(1)中医 学 的 研 究 对 象 是 人, 主 要 研 究 人 体 生、
长、壮、老、已的生 命 规 律 以 及 疾 病 的 发 生 发 展 和 防

治规律 等,以 此 来 维 护 健 康 和 治 疗 疾 病,具 有 自 然 科

学的属性。
(2)中医学的研究范畴不仅是人的病,更关注病的人,

包括病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等整体状态,
因而中医学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

(3)中医学在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

古代哲学以及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
农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军事学、数学以及酿酒

技术、冶炼技术等的影响,是一门多学科交互渗透的学科。
因此,要想很好地理解和学习中医学,必须要广泛涉猎相

关的学科知识,以求达到 “上知 天 文,下 知 地 理,中 知

人事”。 
(4)中医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形成了 “人—自

然—社会”的医学模式。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概念

中医学理论体系

概念

 是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整体,是关于中医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按照中医学的逻辑体系

建构的独特的科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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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医学理论体系

内容

 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

 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

 以辨证论治为诊治特点

 以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为理论核心

速记歌诀

中医理论一整体,理法方药成体系。
整体观念是主导,辨证论治来诊疗。
精气阴阳和五行,哲学思维说医理。
藏象经络为核心,外加精气血津液。

学习要点

所谓理论体系,一般由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或定律及

具体的科学规律三个基本知识要素构成。

(二)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著作 作者 学术地位或学术贡献

《黄帝内经》  非一时一人

之作

 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

著作

《黄帝八十一难经》  相传秦越人
 独取寸口诊脉方法的

确立

《伤寒杂病论》  张机
 创 立 了 辨 证 论 治 的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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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著作 作者 学术地位或学术贡献

《神农本草经》  非一时一人

之作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

学专著

速记歌诀

中医体系初形成,四大经典是标志。
医家之宗是内经,独取寸口在难经。
仲景六经辨伤寒,四气五味见本经。

学习要点

(1)除了四大经典,还应了解中医学的四小经典,分

别是 《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 《药性歌括》 《汤头歌诀》
这四部医籍,是自明清以来中医师传教育的经典教材,其

内容浅显易懂,多以歌赋形式呈现,诵之朗朗上口,易于

记诵。
(2)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方法:直接观察法和整体

观察法。
(3)直接观察法通过尸体解剖的方法直接观察人体,

了解了某些脏器的形态、位置、部分功能。
(4)整体观察法的理论依据 “有诸内必形诸外”,通过

观察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征象,从而推知体内脏腑的变化。
(5)《难经》创立了 “切脉独取寸口”的理论。
(6)《伤寒杂病论》后经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

分为 《伤寒论》与 《金匮要路》二书。《伤寒论》以六经病

脉证并治为纲,专门讨论急性外感热病;《金匮要略》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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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分证为纲,讨论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和预防

等方面的辨证论治规律和原则。
(7)四气五味是指 《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了药物

的 “寒热温凉”四气以及 “酸苦甘辛咸”五味。此外,《神
农本草经》首次提出了 “七情合和”药物配伍理论,即单

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

(三)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1.魏晋隋唐时期

作者 代表性著作 学术地位

晋·王叔和 《脉经》  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晋·皇甫谧 《针灸甲乙经》  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  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学

专著

唐·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我 国 现 存 最 早 的 医 学 百 科

全书

速记歌诀

中医理论大发展,魏晋隋唐做贡献。
叔和太医写脉经,皇甫针灸甲乙经。
巢氏病源论病机,医学百科是千金。

学习要点

(1)对这四本著作的书名、作者以及 “四个之最”应

掌握,是考试经常涉及的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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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的 “大医精诚”,开创了

中国医学伦理学先河。

2.宋金元时期

作者 学术观点 学术流派 代表性著作

刘完素  火热论 寒凉派  《素问玄机原病式》

张从正
 病由邪生,邪去则

正安
攻邪派  《儒门事亲》

李杲
 百病皆由脾胃衰

而生
补土派  《脾胃论》

朱震亨
 阳 常 有 余,阴 常

不足
滋阴派  《丹溪心法》

速记歌诀

金元医学四大家,学术争鸣他为先。
寒凉学派刘完素,火热立论有玄机。
从正倡导来攻邪,邪去正安汗吐下。
李杲创立补土派,百病皆由脾胃衰。
丹溪相火常滋阴,阳常有余阴不足。

学习要点

对于初学者,刚接触医家的名字和学术流派,记忆略

显困难,建议可采用联系、趣味记忆法快速记忆。如刘完

素,联系生活中的 “素菜”多是凉菜,来记寒凉派;把张

从正名字中的 “正”与 “邪”联系,记住攻邪派;李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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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杲”字构成中有 “木”,联系木土五行关系,快速记忆补

土派;“溪”是水,属阴,来记忆朱丹溪的滋阴派。

3.明清时期

作者 学术观点 代表性著作

张介宾  提倡“阳非有余,真阴不足” 《景岳全书》

赵献可  注重“命门之火” 《医贯》

吴有性  创“戾气”说 《温疫论》

叶桂  创“卫气营血”辨证 《温热论》

薛雪  倡“湿热”为病 《湿热条辨》

吴瑭  创“三焦”辨证 《温病条辨》

王清任  发展“瘀血”理论 《医林改错》

速记歌诀

明清医学大发展,名医名著有建树。
景岳献可重肾阳,命门火衰来温补。
有性首次提戾气,卫气营血叶桂明。
薛雪创新湿热因,吴瑭三焦辨温病。

学习要点

(1)命门学说的三位代表性医家及其观点,分别是孙

一奎的 “命门动气”说;赵献可 “君主命门”说;以及张

介宾 “水火命门”说。

7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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