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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考证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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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让学生通过完成具体项目来构建相关理论知识，发展职业能力。每个项目的学

习都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整合理论与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本教材把中医基

础知识、中药基础知识、方剂与中成药基础知识三科合而为一，以达到承上启下、循序渐

进、相互参照的目的。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及职业特点，结合工作需要，编写内容以浅显

易懂、够用为度为原则。突破传统的教材编写模式，与时俱进、不拘一格、锐意创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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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中医学理论概说

项目简介
中医基本理论是中医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因此学习此门课

程，对培养中医思维，继续学习中药学、方剂学等药学相关学科和日后
从事中医药工作奠定了基础。

本项目共设置两个任务，任务一是了解中医学及中医学理论体系
的基本内容，通过介绍历代名医名著，使同学们熟悉中医学理论体系
的形成和发展；任务二是使同学们掌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两大基本特
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熟悉它们的主要内容，并学会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一些常见的临床现象。

任务一　学习中医学及中医学理论体系

学习任务书

序号 　　学习任务 完成情况

１ 中医学的基本概念

２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３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时间和标志

４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的内容

５ 中医学理论体系各发展阶段的代表医家及医著

　　完成学习任务并填写学习任务书后，以小组为单位及时交送老师

１项目一　中医学理论概说 　　　　　　



活动一　认知中医学及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受到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经过数千年的实践检验与积累，逐渐形成并发
展为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中医医学科学，为中华民族的卫生保健事业和繁衍昌盛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是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一颗罕见的明珠。

（一）中医学的基本概念

中医学起源于古老的中国，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人体生命、健康以及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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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按照研究内容、对象和方
法，可以分为中医基础医学、中医临床医学、中医预防医学。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中医学理论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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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科学知识体系。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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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为生理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
治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知识拓展

中医学的学科属性：

１．属于自然科学范围：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自然的产物，生命活动具有生物的基本特征。

２．具有社会科学特性：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引起一系列有关健康和疾

病的医学问题。

３．受到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作用，中医学起源于中国古代，

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取了当时的哲学成就，如精气、阴阳、五行等思想，用来阐述生命、健康、疾病

等一系列医学问题。

４．多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古代天文气象学知识促进了六淫病因学说的产生；军事学兵法奠基了治

病原则的形成；酿酒技术及汤液发挥了治疗保健作用；先进的冶炼技术提供了治疗的针具及刀具。另

外农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数学等，都曾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课堂互动

１．说起“中医”同学们会联想到什么？大家印象中的中医大夫和中医院是什么样子的？

２．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

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请同学们思考，为什么国家要大力发展和扶

持中医药事业？

活动二　认知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我国的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急剧

２　　　　　　中医药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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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显著的发展，阴阳五行学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促进了中医学的形
成和发展。当时的医家在这种朴素自发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影响下，对以往医疗实践
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和总结，逐步形成了以理、法、方、药为
主题的中医学理论体系。《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中医四大经典
著作的相继问世，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
系的初步形成，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具体作者不详，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中医学著作。内容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１８卷，１６２篇，该书系统论述了中医
学的思维方法，对人的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养生等方面的前人经验进行了概
括总结。现在我们学习的中医学基础内容，主要源于《内经》。

（二）《难经》

《难经》成书于汉以前，相传为秦越人（扁鹊）所著，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
医籍。本书以问答解难的形式撰写，８１个内容包括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
法、方药等各个方面，尤其在脉学、经络学说、藏象学说等方面有所发展。它补充并发展
了《内经》，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三）《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约成书于汉代，托名神农所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
专著。书中收载药物３６５种，根据作用、有毒无毒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提出四性
（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的药性理论及“七情和合”（单行、相须、相使、相
畏、相恶、相反、相杀）的药物配伍理论，对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

（四）《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张仲景所著，后经王叔和编纂和整理分为《伤寒
论》《金匮要略》两部分。前者以六经辨伤寒，后者以脏腑论杂病，详细记载了各种疾病的
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方法，记载药方３００余个。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
学专著，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的辨证论治及理、法、方、药的运用原则，被称为“方书之
祖”，张仲景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知识拓展

医家趣事：张仲景与饺子

张仲景从长沙辞官返乡恰逢寒冬，途中遇见很多忍饥受寒的贫苦百姓，一些人的耳朵甚至被冻烂。

回到南阳家中后，张仲景依然挂念那些冻烂耳朵的穷人，于是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

寒娇耳汤”，其实就是把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入锅里煮，待肉熟后捞出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

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将其煮熟食用。冬至那天，他让徒弟支上大锅，给前来看病的人每人送一碗汤和

两个“娇耳”。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热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人把耳朵冻伤了。虽然“祛寒娇

耳汤”现在很少有人吃了，但冬至吃饺子的习俗却流传了下来，并且都说冬至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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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冻了。现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了阖家团圆的代表食品。

课堂互动

１．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时间和标志是什么？

２．中医四大经典著作指的是哪四部医学典籍？说说它们各自的学术成就。

活动三　认知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中医学理论也在不断创新，治疗技术日益提高，在汉
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具体可分划为四个阶段。

一、魏、晋、隋、唐时期

（一）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

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提倡了“寸口诊法”并描绘了２４
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症。

（二）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

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描述了藏象、经络、
九针、刺法、诊法、病证等内容，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三）隋·巢元方等人编撰的《诸病源候论》

隋·巢元方等人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学专著，分述了内、外、
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如指出寸白虫（绦虫）是由吃不熟的牛
肉造成的；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乖戾之气”引起的，并有“转相易染”的特点。

（四）唐·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

唐·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是我国第一部临床
医学百科全书。本书详细论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代表了盛
唐的医学发展水平，并提出了“医德”方面的要求，开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先河，孙思邈
也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五）唐·苏敬等２３人编撰的《新修本草 》

唐·苏敬等２３人编撰的《新修本草 》记载药物８４４种，附有药物图谱，是我国也是世
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二、宋、金、元时期

（一）南宋·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南宋·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即将病因分为三大
类：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对其后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二）宋·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

宋·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详细论述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开创脏腑论治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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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钱乙被后人尊称为“儿科之圣”。

（三）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编制的成药药典，其中有如逍
遥散、至宝丹、四物汤等名方至今仍被临床广泛应用。

（四）“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是对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四位著名医家的尊称，
他们分别代表了“寒凉派”、“攻邪派”、“补土派”、“滋阴派”四个具有特色的医学流派，促
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三、明、清时期

（一）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

此书为一部集１６世纪以前中国本草学大成的巨著，共载药１８９２种，收集的资料涉
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多学科知识，至今还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本书十七世纪即流
传国外，对我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赞为
“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李时珍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药学家之一。

（二）“温病学派”

“温病学派”以明代吴又可，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大胆地
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温病辨证论治的
理论和方法，使温病学说和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在治
疗急性热病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清·王清任著《医林改错》

清·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
记性不在心在脑”，并发展了瘀血理论，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近、现代时期

（一）近代时期（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使中医学理论发展呈现新旧并存的趋势，主
要表现在：一是继续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如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二是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中西汇通和中医学理论科学化的思潮，以张锡纯（著《医学衷
中参西录》）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主张中西医优劣互补，在坚持中医学之所长的同时，
汲取西医先进之处发展中医。

（二）现代时期（１９４９年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实现中医现代化”正式写入宪
法，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多模式多途径培养中医药人才；二是大力倡
导中西医结合，将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合理采纳应用；三是提倡用现代多学科方法研究中
医，与前沿学科相结合不断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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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以上介绍名医名著仅为沧海一粟。中医学的发展
和现代化，必须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

知识拓展

金元四大家

１．刘完素：代表作《素问玄机原病式》，倡导火热论，其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化火化热为外感病的主

要病机，内伤病中“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在治疗中力主以寒凉清热，后人称其为“寒凉派”。

２．张从正：代表作《儒门事亲》，提倡攻邪论，认为邪并非人身所有，“邪去正自安”，治病以汗、吐、下

三法攻邪为主，后人称其为“攻邪派”。

３．李杲：代表作《脾胃论》，创立内伤脾胃学说，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治病善用温补脾胃之

法，后人称其为“补土派”。

４．朱震亨：代表作《格致余论》，力倡在“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学说，治疗上倡导滋

阴降火，后人称其为“滋阴派”。

课堂互动

１．请同学们搜集并整理中医学典籍中的各项“第一”，制成一张表格帮助记忆。

２．请同学们留意观察学校长廊上的图片和校园内的雕像，介绍了哪些著名的医药学家？他们的历

史贡献分别是什么？

３．通过书籍、网络搜集资料，详细了解“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的生平经历，著作和他们为祖国

中医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任务二　学习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学习任务书

序号 　　学习任务 完成情况

１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两大基本特点

２ 整体观念的内容

３ 辨证论治的内容

４ 辨证与辨病概念

５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的理论依据

６ 运用所学知识对临床现象进行分析

　　完成学习任务并填写学习任务书后，以小组为单位及时交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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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认知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古代，受到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
响，对于事物的分析观察，多以“取类比象”的整体性观察方法，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
求其内在机理，因此中医学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整体观念、辨证论治。

活动二　探究整体观念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具体体现，它贯穿
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防治的各个方面，是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
重要指导思想。

一、整体观念的基本含义

所谓整体，即完整性和统一性。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是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以及
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性的认识。主要体现在生理、病理及诊治三个方面。

二、整体观念的主要内容

（一）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１．生理上的整体性　人体在生理上的整体性体现在结构与机能的“五脏一体观”和形
体与精神的“形神一体观”两方面。

“五脏一体观”：是指以五脏为中心构成的人体组成部分在结构上和功能上是相统一
的。在结构上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以心为主导，通过经络系统把六
腑、五体、官窍等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了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并通过精、气、
血、津液的作用而形成的完整统一的整体。在功能上中医学认为，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是在心神的统一主导下，既依靠各脏腑组织器官正常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又依赖于脏腑
组织器官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协调来完成的。

“形神一体观”：是指人的形体和精神相互结合与统一的观点。形指形体，包括构成
人体的脏腑，经络，五体、官窍及精、气、血、津液等生命物质。神一般是指人的意识、情感
等精神活动。“形”是“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神”又能驾驭“形”，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
离，若无“神”则“形”无以存，无“形”则“神”无以生，只有“形神合一”，生命活动才能旺盛。

２．病理上的整体性　在病理上中医学认为，局部病变能够引起整体的病理反应，某一
脏腑有病可反应到相应的五体、官窍及其他脏腑。例如肝脏病变时，可表现为四肢抽搐，
面赤目黄，也可出现恶心呕吐，脘腹胀满的脾胃系统症状。

生理上形神统一，病理上形与神也相互影响。当形体病变时，常会导致精神活动异
常；精神活动的异常也会导致形体的病变。

３．诊治上的整体性　在诊断疾病时，通过观察分析五体、官窍、肤色、舌象、排泄物等
外在的病理表现，可以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从而做出正确诊断，为治疗提供可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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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例如通过观察病人的舌象和面色，可以推测体内气血津液的盛衰，预测疾病的轻重
顺逆等。

在治疗疾病时，应从整体出发，在探求局部病变与整体病变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确立
适当的治则与治法。例如心与小肠相表里，心开窍于舌，所以可用清心热、泄小肠火的方
法治疗口舌糜烂；也可应用目病治肝、鼻病治肺、脾病从肝、肺病从肾等，抵制“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片面观点，充分发挥中医学整体论治的优势。

在疾病康复和养生防病方面，更应重视“调理精神情志”的重要作用，注重形神共调，
使“形健而神旺，神清而形健”。

（二）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环境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身体和心理，只有顺
应自然规律调养身心，才能健康生存。如果违背自然规律，或自然环境变化超过了人的
适应范围，人就会产生各种疾病。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自然环境对疾病
的影响，以达到预期治疗效果。

１．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１）季节气候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人体的生理活动随着一年中春温、夏热、秋凉、冬

寒的规律性变化而出现相应的适应性调节。例如夏天气候炎热，人体气血运行流畅，阳
气旺盛，所以脉象多浮大，皮肤腠理疏松，津液外出而易出汗。

（２）昼夜晨昏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人体的阴阳气血随着自然界阴阳二气的盛衰出现
适应性消长变化。人体的阳气白天旺盛并趋于体表推动各种功能活动，夜晚潜在体内促
使人体机能调节，与自然界阳气日盛夜衰变化相对应。

（３）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由于地域的差异，环境气候和生活习惯也有所不
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体的功能活动。如我国南方气候湿热，皮肤腠理疏松；北方气
候干燥寒冷，皮肤腠理致密；沿海地区多食鱼而嗜咸；西北地区多食脂肥。故有“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之说。

２．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１）季节气候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人体受不同季节气候变化的影响，常发生一些季

节性多发病或时令性流行病，一般来说，春季多风病，夏季多暑病，秋季多燥病，冬季多寒
病。季节交替，气候剧变之时，还可加重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痹病等病的病情。

（２）昼夜晨昏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病情的轻重可随昼夜晨昏人体阳气的消长而发生
变化。白天人体阳气随自然界阳气渐长，病情相对较轻，夜晚人体阳气随自然界阳气渐
退，故病情相对较重。

（３）地域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某些疾病的发生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如南方多
湿多热易患挛痹；瘿病的发生与当地水质密切相关；长居某地的人迁居新地，常感到身体
不适，或发生皮疹、腹泻等，称为“水土不服”。不同地域的人因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某
些疾病的高发，就癌症而言，中原地区的人食管癌高发，而广西、广东地区鼻咽癌高发。

３．自然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　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心理
活动和病理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预防、诊治过程中，必须重视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遵
循人体内外环境相统一的客观规律。在养生防病方面，古人就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

８　　　　　　中医药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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