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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高等职业教育应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明确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加大课程建设与
改革的力度，以就业为导向，工学结合，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据此，河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于 2006年组织全国 10所院校编写了“十一五”高职高专药学类专业规划教材。经过几
年的使用，这套教材逐步得到大家的认可，销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天然药物学》被评为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为了适应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国家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需要，及时反
映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内容，汇集最新教改成果，提高教材质量，突出教材
特色，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 2011年 4月组织全国 12个省 ( 区) 30所高职高专院校药学
类专业、中药专业的教学骨干、领导齐聚郑州，商讨“十二五”高职高专药学类专业、中
药专业系列教材的出版事宜。“十一五”期间，各参编院校在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
革方面均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医药企业开展校企合作，进行
订单培养、合作开发课程、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等教学改革，学院招生人数与就业率节节攀
升，其药学专业得到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项目立项支持。浙江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中药专业以项目驱动方式组织教学，获得省、市两级重点教材
建设项目的支持。我们依托这些优秀的教学资源和经验丰富的作者队伍，力争此版教材在
前一版的基础上，质量更高、特色更强。

相对于“十一五”高职高专药学类专业规划教材，本次编写的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体现教学改革成果。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培养医药行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

标，将《基础化学》分成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并根据职业岗位群的需要和毕
业学生的反馈，增加了《中医药基础》《GMP、GSP、GAP 实用技术》和 《中医药膳实用
技术》等专业特色教材，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其职业能力。

第二，体现工学结合。“十二五”高职高专中药专业项目化规划教材，以项目化教学
方式，按照理论实践一体化形式组织内容，边学边实践，以适应中药专业现代化、标准
化、规范化的要求。《天然药物化学》教材改为理论实践一体化教材 《天然药物化学实用
技术》，保留了《天然药物提取分离技术》这本特色教材。药学类专业、中药专业两个系
列的教材我们都吸纳了行业一线的专家，要求每门专业课教材至少有一位医药企业的专家
参与，结合行业标准制定课程目标与编写大纲，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第三，体现创新性。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密切课程之间的联系，加强对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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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各本教材都有选择地编写了学习要点、知识链
接、知识拓展、实例分析、学习小结、思考题等内容，供学生自学。其中，知识链接侧重
纵向知识联系，重在介绍与药学类专业、中药专业相关的知识对接、使用，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 知识拓展则侧重横向知识联系。

本版教材的编写人员为一直在教学一线工作的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材编写经
验，他们把在长期教学和编写教材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运用到这次编写过程的始终，并将其
发扬光大，使本版教材风格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

为了确保教材的编写质量，编写人员在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河南等省 ( 区)
召开了编写会、定稿会，这与各个参编院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使教材编出特
色、提高质量，各位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加班加点，几易其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河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领导对本版教材也极为重视，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如有纰漏与瑕疵之处，还望广大师生批评指正，以便及时修改。

林忠文
2012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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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十二五”高职高专药学类专业规划教材编写委员会的安排和指导下，为医
药类高职院校非中药专业大学生而编写的综合性教材。读者定位是高中起点的三年制高职
高专学生、初中起点的五年制高职高专学生。培养目标是中药经营服务一线岗位的高级
工。教学宗旨是使学生掌握必备的中医药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 “自我药疗” “问病荐
药”和中医药养生服务于社会的职业技能，为学生今后深造和社会服务打下较好的知识基
础。

本书的编写从“入门，实用，应用”着眼，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为宗旨”“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及“精讲多用”的原则，重点抓住《中药购销员国家职业标准》《中
药调剂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中医药知识，注重实用性知识的介绍。在教材内容的选择
和安排上，尽量避免知识点的重复， “以实用为主，必需、够用为度”，培养学生做到
“见名知药，见病知方”。充分体现高职高专特色、药学专业特色和教改特色，三合一体，
综合应用，同时兼顾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使学生对中医药知识有较全面的认识。书在行文
方面，力求简明、通俗易懂，适合高职高专教学和自学。

本书总体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医学基础知识，力求使学生明确掌握人的致
病外因和内因的根本，是人与天地之间进行“协调平衡”深层次的感悟。精通中医每个学
说治病要点和精髓 ( 平衡) ，并能前后贯通，上下呼应，达成天、地、人三合一体，是学
好与应用好中医知识的最高境界。

中篇为中药学基础知识，力求使学生明确掌握好中药的共性和个性，是对中药进行深
层次的感悟。精通每章要药的功能和主治，并能前后贯通，上下呼应，应用自如，是学好
与用好中药的最高境界。

下篇为中成药基础知识，力求使学生明确方剂的治法和组方原则，掌握好中成药的功
能主治和疾病症状的融合，是对中成药进行深层次的感悟。精通每个中成药的应用要点和
活性成分，并能自我药疗、应用自如，问病荐药、综合治疗，是学好与用好中成药的最高
境界。

总之，本教材本着“以人为本”的总原则，力求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为
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高素质和高能力的现代中医药高技能人才而努力。

本书编写分工为上篇: 杨雄志，第一章 ～第五章，第七章; 李光、刘安韬，第六章;
中篇: 杨雄志，第八章～第十三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八章; 李
飞雁，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李光，第十六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 钱桂敏，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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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二十二章; 李立，第十七章、第二十七章; 下篇: 杨雄志，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七
章、第四十一章、四十二章; 李光，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钱桂敏，第四十章; 陈国
中，第四十三章; 刘友儿、刘安韬，第三十四章。李飞雁、李立、刘安韬在 “课堂互动”
的编写中做了大量工作。最后，由杨雄志负责完成全书统稿。杨雄志、李光、钱桂敏为浙
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老师，陈国中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刘安韬为广西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老师，李飞雁为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老师，李立、刘友儿为江西中医学院高职学院
老师。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在使用过程中
多提批评意见，以便再版时进一步完善。同时，对给本教材提供指导帮助和宝贵意见的领
导、专家、教授致以诚挚谢意。

编 者
201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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