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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及全国卫生职业院校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内容共分十章
。
包括绪论、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与辨证、中医养生与防治原则、中药与方剂
、中医护理常识、针灸与推拿部分。
主要论述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与方剂、中医护理常识、针灸与推拿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
内容简要，版式新颖。
书后附有自测题、参考文献、教学大纲、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同步练习习题集、实验/实践/实训指导，
便于教师指导教学，学生学习和参加护士执业考试。
在编写体例方面，本书通过案例、链接/护考链接、考点、临床情景化任务等方式，重点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本书可供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护理、助产、检验、药剂、卫生保健、康复、口腔工艺、影像技术、
中医、中西医结合等专业教师及学生使用。
本书由伍利民、吴恒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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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节中医学发展概要　　中医学即祖国传统医学，是在阴阳五行理论的影响下，以整体观念为
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施护）为诊疗、护理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
。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从事医药卫生的传说和记载。
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既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中医学最早的创始者，伏羲氏尝百药而制
“九针”，发明了早期的针灸。
黄帝常与雷公、岐伯等人说医论药，所谓“岐黄之术”就是指中医学。
　　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后人以黄帝名义编写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该书分为《
素问》和《灵枢》两册，共18卷162篇，它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医学成就和治疗经验，内容包括了藏象
、经络、病机、诊法、辨证、治则和针灸等，系统地阐述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奠定了
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在形态学方面，《黄帝内经》所记载的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基本上符合实
际情况，如食管与肠的比是1∶35，接近现代解剖1∶37的比例，在血液循环方面，认识到人体血液“
流行不止，环周不休”。
　　在《黄帝内经》成书的同一时代，传说有位名医扁鹊，擅长用多种手法治疗多种疾病，尤其对脉
诊颇有研究，后人以他的名义撰写了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医书――《难经》，该书补充了《
黄帝内经》的不足，与《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
　　神医扁鹊　　扁鹊，姓秦，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渤海郡？
州（今河北任丘）人。
青年时曾替贵族管理客馆，结识了名医长桑君，得其真传，开始行医生涯。
他天资聪颖，善于汲取前代、民间经验，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后来医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巡诊列国，为患者解除痛苦。
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
脉搏）四种诊断疾病的方法，在四诊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
由于扁鹊医道高明，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疑难疾病，赵国人民送他“扁鹊”称号。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
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
；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
　　两汉时期，中医学有了明显的发展，有人托神农氏的名字撰写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
农本草经》。
此书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载药物功效的专著，书中总结了汉以前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所记载的许多
药物疗效确切，如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麻黄治喘，当归调经等，至今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战乱、饥荒加上传染病夺走了很多人生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张仲景（图1-1）家族原有200多口人，不到10年，2/3的人生病死去，其中7/10的人死于伤寒病。
基于此，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前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撰写了《伤寒杂病论
》，该书分为两册即后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伤寒论》确定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纲领，《金匮要略》确立了脏腑辨证论治的纲领，完善和发展了辨
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首用“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施行剖腹等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
早记载的外科手术疗法，他还编创了一套模仿动物动作的独特锻炼方法“五禽戏”，为第一个提出运
动医学和保健医学的医家。
　　以上四部医书被称为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晋代皇甫谧所著的《针灸甲乙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针
灸学专著；晋代王叔和所著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南北朝时期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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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制药学专著，《颅囟经》为最早的小儿科专著，《经效产宝》是最早的产科专著；隋代巢元方
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专著；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涉及了中医
临床各科和针灸按摩等各方面的内容，堪称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
　　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宋代钱乙所著的《小儿药证直诀》发
展了脏腑辨证理论。
宋代的医学成就是有史以来成就最高的，加上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思想影响，宋以后儒
医日见增多，中医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最典型的是“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倡导火热证，认为
“六气皆从火化”，治疗以寒凉为主，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邪去则正安”，治病以汗、吐、
下三法为主，为“攻邪派”；李杲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为“补土派
”；朱丹溪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为“滋阴派”。
　　明代李时珍（图1-2）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本草书中存在不少错误，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药
学本草书，他从34岁开始着手准备，除了博览众书外，还向药农、樵夫、渔民等请教，自己亲自到深
山老林收集各种动植物药材，对一些药物还亲自栽培和试服（如曼陀罗、何首乌等）。
经过27年的辛勤努力，参考了800余种文献书籍，大修改了3次，于1578年在他60岁时完成巨著《本草
纲目》。
《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勘误并丰富了我国药物学的内容，此书先后被译成38种外国文字，流传于
世界各国，如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者达尔文数次引用了《本草纲目》。
李时珍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永载史册，为人称颂。
　　明清时期，温病学逐步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温病是由“戾气”
所致，为温病学说奠定了基础，清代叶天士所著《温热论》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清代薛雪著《湿热
条辨》发展了温热病理论，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清代王孟英所著《温热经纬
》综合了各温病学说理论，流行颇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医事业得到了复兴和发展。
在中医学传承、中西医结合、多学科研究中医学、人才培养、科研开发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同时，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地方掀起了“中医热”、“针灸热”。
如何很好地继承祖先的这一份遗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
命。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中医，热爱中医，学习中医，中医将成为医学领域中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
要组成部分。
　　大医精诚（节选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
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
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身惜命。
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
勿避险？
、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译文：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首先表现出慈悲同情
之心，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
如果有患病者来求医生救治的，不管他是否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
的还是一般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一律同样看待，都存有对待最
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
也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
看到患者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内心悲痛。
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心全意地去救护患者，不能产生推托和摆架子的想法，像
这样才能称作百姓的好医生，与此相反的则是人民的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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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中医学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2节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作为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
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对人的整体观念，二是对疾病的辨证论治。
　　一、整体观念　　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
首先，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
上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的。
其次，也认识到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息息相关，关系密切。
　　（一）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
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
一的功能活动。
例如：肺通过经络与大肠相表里，外合皮毛，开窍于鼻。
局部与整体相统一，共同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
　　同样，一旦发生病变，各脏腑器官之间会相互影响，如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的病变
往往可以在舌上反映出来：心的阳气不足则舌淡胖，苔白滑；心的阴血不足则舌质红绛少津；心火上
炎则舌尖红绛生疮；心血瘀阻则舌质紫暗或有瘀斑，治疗上也可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治疗口舌糜烂
。
由此可见，中医学在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护理时，都贯穿着“整
体观念”。
　　案例1-1分析　　1.心开窍于舌，心火上炎则口舌生疮、糜烂疼痛。
其病机为心火上炎。
　　2.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泻小肠之火可达到清心降火的目的。
心火泻，口舌糜烂自愈。
　　（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人生活在自然中，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的变化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的机体，使机体产生相应的反应。
这个反应在人体正常适应范围内称为生理调节；超过了正常范围，就是病理反应。
　　1.季节气候对人体和疾病的影响一年四季有春温、夏热、秋燥、冬寒的气候变化，根据四季变化
，人体相应地在不同季节有不同变化，如春天往往阳气升发，多汗少尿；夏季则气血趋表，脉多浮大
；到秋天则阳气收敛，多尿少汗；在冬天则气血趋里，脉多沉小，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变化。
若四季变化太过，超过了人体调节功能时，不能对自然变化作出适应性调节时，就会生病。
不同的季节除发生一般疾病外，往往会发生一些季节性多发病，如春天多温病，夏天多泄泻，秋天多
疟疾，冬天多伤寒。
　　2.地区环境对人体和疾病的影响由于地区地理环境的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
和病理活动，如我国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南方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稀疏，一旦易地而居，
环境突然改变，人一下子会感到不适应，时间长了，经过人体调整，慢慢就会逐渐适应。
很多疾病的发生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北方居民因天气寒冷而多食，高大体胖，多易发心
血管系统疾病；南方居民处于湿热之地，且好吃酸腐食物，多易发消化系统疾病。
其他如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关节病等，无不与地理环境及饮食居处有关。
　　因此，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相应，在预防、治疗和护理上要因时、因地制宜。
　　考点：整体观念　　（三）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活
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个人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时时刻刻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到心理（情感）活动，当社会环境发生剧变，心理活动必然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
节，若不能作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就会产生心理异常，继而影响人体脏腑的功能活动。
　　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分为辨证和论治（施护）两个阶
段或过程。
　　（一）辨证　　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
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
常用的方法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
　　考点：辨证和论治的概念　　（二）论治（施护）　　论治又称施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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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治疗方法（而确定相应的护理计划、方法和措施称为施护）。
　　用药如用兵中医诊治疾病的过程好比两军对垒，四诊就像我方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得到“敌人
”的情报，辨证则根据得到的情报判断出“敌人”的真实情况，论治就是根据我方判断“敌人”情况
的基础上，选择攻击方法及实施攻击方法的过程，往往攻击是否有效也反映出对“敌情”判断的准确
性。
　　根据证来治疗，临床上往往会出现“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两种形式。
以感冒为例，虽然都有发热、恶寒、头身疼痛等症状，但有风寒与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证，只有辨清
风寒还是风热，才能确定用辛温解表还是用辛凉解表药进行治疗。
又如同为麻疹，初起多为麻疹未透，宜发表透疹；中期肺热明显，应清肺解热；后期为余热未尽，肺
胃阴伤，应养阴清热为主。
麻疹病一种病在不同阶段证不同，治疗各异，以上两种情况都为“同病异治”。
又如胃下垂、脱肛、子宫脱垂、重症肌无力等虽表现不同，但均为中气下陷证，都可用补益中气的治
疗方法，此为“异病同治”。
　　无论是“同病异治”，还是“异病同治”，其实质是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
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性质的证特点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辨证论治的本质。
　　症、证、病的关系症，即症状和体征，症状是指患者异常主观感觉和行动，如恶寒、发热等，体
征是指患者异常征象，如舌红、脉数等。
证，即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如感冒这种病有风寒感冒证和风热感冒
证等。
病，即病名，是已知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如感冒就是病。
显然，证比症状范围更广，更深刻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是辨证的结果。
症是病和证的基本要素，各阶段或类型的证候组成疾病的全过程。
一种疾病由不同的证候组成，同一证候又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过程中。
　　1.下列哪一项属于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A.同病异治B.异病同治C.审因论治D.辨证论治E.标本同治
　　点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两个基本特点，在理解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还
要记住辨证和论治的概念。
　　2.论治的主要依据是　　A.病B.症状C.病因D.病位E.辨证的结果　　点评：辨证论治分为辨证和论
治前后两个阶段。
论治，又称施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她是经过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的医疗实践，经几千年发展而形成的一门
具有独特理论体系、丰富养生方法、诊疗手段的医学。
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中医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对人的整体观念，二是对疾病的辨证论治。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密切关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
辨证论治分为辨证和论治（施护）两个阶段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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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卫生职业院校规划教材：中医学基础（第3版）》的编写基本沿袭了第二版的主干内容及顺
序，保留了其简明扼要、图文并茂的风格以及生动活泼的链接方式。
全书内容共分十章。
包括绪论、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与辨证、中医养生与防治原则、中药与方剂
、中医护理常识、针灸与推拿部分。
主要论述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与方剂、中医护理常识、针灸与推拿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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