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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分八章，主要阐述医学文献的发展史、医学文献的研究
对象与内容、医学文献研究的意义、医学文献的特点、医学文献的
类型与查阅管理、医学文献分类管理、网络信息与医学文献管理、
医学图书与期刊管理、医学文献检索管理、医学文献管理效益评
价。本书可供文献管理人员，特别是管理医学文献的专业人员参
考，还适用于医学生、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师生等参考。



前　　言

医学文献系图书学范畴。我国最早医学文献是中医理论著
作，即《黄帝八十一难经》，３卷。隋唐五代，由于医学文献得到官
方的重视与支持，故有官方组织编写的多种医书。人类历史上有
过很多关于图书的研究，都可以看成是关于图书的科学。如目录
学、图书馆学、校勘学、版本学、图书分类学、文献学以及图书史等。
随着医学文献的逐渐增加，为便于保存、利用和管理，人们按图书
性质、用途等进行分类储藏、管理和使用，并对其进行专门研究，以
后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图书分类学科体系。医学文献管理的研究
对象就是对医学文献的内容、形式以及制作、管理、传播等方法进
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探索医学文献发生和发
展规律的科学。医学文献产生于医学实践，服务于人类健康，为人
类健康广泛传播与交流新的医学信息、知识和情报。虽然人们在
医学实践中获得的医疗技术，固然可以师徒相传，但受制于空间和
时间，难免有中断的危险，历史上失传的现象不胜枚举。所以，医
学知识要在空间和时间上广泛传播，就必须加以存储。因此，研究
医学文献的材料、方法、存储等，对医学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鉴于此，我们出版了医学文献管理的专业书籍。

本书共分八章，共计３０多万字。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医
学文献的发展史，医学文献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及方法以及医
学文献研究的意义。第二章主要阐述医学文献的特点，包括医学
文献的定义、称谓及构成要素。第三章主要阐述医学文献的类型
与查阅管理。第四章主要阐述医学文献分类管理，包括医学文献
分类法、概念逻辑原理、科学分类原理在医学文献分类中的应用以
及医学文献分类标引。第五章主要阐述网络信息与医学文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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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包括医学网络信息分类管理、医学网络信息分类的立体结构管
理、医学网络信息分类体系的优化管理、医学文献网络信息数据库
的知识管理、预防医学文献信息分类管理、中西医结合医学文献信
息分类管理以及中医学文献信息分类管理。第六章主要阐述医学
图书与期刊管理，包括医学图书与医学期刊的区别、医学图书分类
管理、医学期刊分类管理、医学图书、期刊及医学档案的一体化管
理以及医学图书人性化管理。第七章主要阐述医学文献检索管
理，包括医学文献主题标引的逻辑、医学文献的检索管理以及概念
图在医学文献检索中的应用。第八章主要阐述医学文献管理效益
评价，包括医学文献管理的效益的评价标准、医学文献管理效益的
特点、效益评价的内容以及医学文献管理效益评价的方法。本书
可供文献管理人员，特别是管理医学文献的专业人员参考，还适用
于医学生、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等参考。

本书由余昭芬全面主持撰写、修改、定稿。其他人员参与了本
书资料的文献查新、文献收集、文献整理等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本
书参阅了大量资料，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新成果，并引用了大量论文
材料，在此向原作者表示谢意。若在此未说明参考文献的，可能为
疏漏所致，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歉意。本书涉及面广，没有相近的专
业书籍，内容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和同仁批评指正。

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　余昭芬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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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医学文献的发展史

一、我国医学文献的发展历程
医学文献系图书学范畴，它是随着其他文献从国外引进而引

进的。我国最早医学文献是中医理论著作，即《黄帝八十一难经》，

３卷。原题秦越人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
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
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
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腧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
了一些病证。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
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目前已有多种刊本和
注释本。

自魏晋至南北朝时期，继立隋朝之后，李渊夺取政权建立唐
朝，其经济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繁荣，对外交流特别是与日、朝等
国的交流，更加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李家王朝对儒、道、释三教
的利用态度，构成“三教”思想体系，在医学方面也同样如此。因
此，医学文献中，不仅具有儒家学术思想，也渗入了道、释两教的神
学观念。在文献整理方面，推动了医学经典校雠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由于医学受到官方的重视，使诸多经典医学文献的学习得到
了进一步加强，且出现了一些官修医书。唐代后期，由于国势渐
衰，社会动乱，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致使医学文献减少。
总起来说，我国隋唐医学文献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１０个方面。

（１）病源学文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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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前，《黄帝内经》虽对病因、病机问题有论述，但均系附论于
有关篇章中，或其他专著中兼论病源。隋代吴景贤、巢元方等《诸
病源候论》体现了中医学术在病因、病机方面有了系统、全面的认
识，在基础理论文献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其内容不仅学科齐
全，而且对病与证等的病因、病机、证候以至于病变类型等均有较
为详尽论述，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本病源学专著。

（２）本草文献的成就
除官修本草之外，私人撰著之本草文献亦颇具特色，如药物采

集类文献《入林采药法》、《太常采药时月》、《四时采药及合目录》等
总结了历代采药经验；药物种植文献《种植药法》，药物异名文献
《石药尔雅》、《诸药异名》等介绍了药物种植技术；外来药物文献
《胡本草》记载了汉代与西域诸地通商而引进的诸多药物；地区性
药物文献《南海药谱》、《证类本草·序例上·补注所引书传》，记载
了南方药所产郡县及疗疾之验。这使得隋唐医学文献分化为若干
不同层类。

（３）医方类文献的成就
隋唐时期医方类文献书目著录甚多，具有一定特点。如大型

方书《四海类聚方》及《四海类聚单要方》３００卷，实属空前之医方
巨著；医方之剂型书《杂汤方》、《散方》、《杂散方》、《疗百病散方》、
《杂药酒方》、《百病膏方》等；地区性医方书《岭南急救之方》及《南
行方》等，皆为首见南方地区性医方文献。后世医家，亦多注意于
地区性医方或地方性疾病治疗经验的总结。

（４）经典著作注释的成就
从《黄帝内经》中保留的释文看，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对医籍全

文注释，有三国时期吕广的《难经》、南北朝全元起的《素问》等。隋
唐时，注释之学更盛行，涉及医学领域，主要对经文的注释及古籍
的释音。如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以及王冰
的《黄帝内经素问》等，诠释了文理，阐发了医理，调整了篇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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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语音已为中古音时期，出现了诸
多音释或释音之作。由于隋唐时期存世之古典医籍大都形成或最
终形成于汉代，如《旧唐志》著录有《本草音》３卷及《素问释文》１
卷，殷子严撰《本草音义》２卷等，均为汉代之古医籍的释音。

（５）官修医书的成就
隋唐五代，由于医学文献得到官方的重视与支持，故有官方组

织编写的多种医书，如《四海类聚方》２６００卷、《四海类聚单要方》

３００卷、《诸病源候论》、《明堂》、《图经》、《千金翼》２６卷、《新修本
草》、《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疗风气诸方》及《广济方》
等。隋唐五代后，蜀翰林学士韩保升与诸医工编撰的《蜀重广英公
本草》、《蜀本草》等。这些官修医书对后世均有很大影响。

（６）针灸文献的成就
针灸文献是在旧《明堂》基础上的发展。由于旧《明堂》沿传已

久，后来予以重新整理。如杨上善的《黄帝内经明堂》、甄权的《明
堂》等；经脉腧穴流注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打破了旧《明堂》以部
区归穴的体例，而采用十二经脉归穴，奇经八脉之穴亦归于经脉，
根据《灵枢经·本输》之经脉流注走向，王冰的《经脉流注孔穴图
经》及《中诰孔裕图经》等；经脉腧穴图进一步完善，如《外台秘要·
明堂序》、《甲乙》等彩绘十二经脉腧穴图，是针灸图谱文献的一大
创举。

（７）专科与专病类文献成就
隋唐时期在诸多前朝既有学科的文献建设上，又有新的专科

文献问世。特别隋唐时期，对齿病的认识与治疗已达相当水平，出
现了诸多专科文献。如口齿类文献《口齿论》、《排玉集》、《巢氏病
源》等；出现了传尸、骨蒸病文献《玄感传尸方》、《内蒸病灸方》、《玄
感传尸方》等，已初步认识到骨蒸病之互相传染的特征；瘰疬病文
献《疗瘰方》，消渴病文献《疗消渴众方》专科医方医治法等；医史文
献《名医传》，法医性文献《疑狱集》等，标志着医学文史著述和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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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文献著作的问世与启迪。
（８）出土医学文献的成就
出土医学文献以敦煌为主的西北地区隋唐医书，种类多，历史

跨度大，在学术、医史、文字、考证、文献、文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是一份宝贵的医学文献遗产。

（９）医学教育文献的成就
唐代医学教育已基本形成整套教育制度，“考试登用如国子之

法”已经属医学高等教育，专业设置齐全（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
齿、角法等），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古典医籍为教材的模式，如《素
问》、《针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脉经》等。还特设药
园供学生实习，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打下
了基础。

（１０）对“三教”文献的影响
唐代时期对“三教”（儒、道、释）医学文献中有一定的影响，如

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云，“凡欲为大医”外，还须“妙解阴
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黾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乃得大医
……又须涉猎群书，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
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不知有
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等。反映当时的某
些社会思潮对医学的影响。

我国现代医学文献研究始于１９５１年，即设于中央卫生研究院
的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１９５５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相
继编写了高等医学院校医史教材，举办了医史师资训练班，培养医
史专门人才，进行名医遗迹调查和开展医史科研、交流学术经验等
方面做了许多创业性的工作。１９８２年升格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
所。组建了通史研究室、少数民族医史与东西方比较史研究室、基
础文献研究室与临床文献研究室四个研究室，并逐渐形成具有相
当力量的医史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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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的分期多按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分述我国医学发展
的历史，也有按历代王朝兴衰而分述为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
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等，既能体现出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又能反
映出一定的时期概念。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尤为突出的是外
科史。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骨科史和针灸史的研究取得了
很大进展。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专科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全面铺开，
在各科领域中几乎均有专著或专论，探索了医学发展的轨迹。近
年来出现的近代医学史研究的专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我国
在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水平。

改革开放后，不仅国内交流明显增多，与国外学术交流也逐渐
增多，对医学文献考古、整理以及分类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考古
文物中发现了大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医药器具、药物及卫生设
施等。如：在河北蒿城１４号商墓中出土的石镰是现知最早的医疗
专用器具；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医针９枚，制
药铜盆、铜滤药器、银灌药器、铜药镬和铜药匙等医药器具。

与医学有关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广义上包括一切有关信息
的记录，狭义上指用于流通的资料。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
了大量经验和知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用不同的符号和文字记录
在甲骨、金石、竹木、皮革、帛纸等载体上，是为文献。记录手段有
刀刻、笔写、印刷等等。医学文献古已有之。现知世界最古老的医
学文献之一为古埃及写在纸草上的埃伯斯纸草文稿。这是约在公
元前１５５０年的医学著作，收录巫医处方及民间偏方７００个，并颇
精确地描述了心脏、血管，认为心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此纸草文
于１８７３年由德国埃及学家Ｇ．Ｍ．埃伯斯收集到，故名。最早的医
学文献只有抄本，主要为个人自用。以后随印刷术的发展公开出
版物日渐增多。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书籍为文献的主要形式。现在
又有了新的非纸载体，如胶片、磁性材料（录音、录相带、电子计算
机用磁盘、磁带等）及激光光盘等。但这些新材料还有一定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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