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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的专业基础课，是阐述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技能的综合性学科。
学习掌握好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将为学好中医药学专业以及其他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5年由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和中医药高职高专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医
基础理论》第1版教材，已出版5年，并在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学校广泛使用，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本版教材在第1版教材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收集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学校有关领导、专家，尤其是
一线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增加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内容，纠正了欠准确的学术观点和
错别字。
希冀通过修订，使教材语言更加精练，内容更加准确，职业教育的教学适应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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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灿烂
的明珠。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及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它逐步形成并发展
成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这一古老的医学正焕发出新的光彩，走向全球为世界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一、中医学的基本概念中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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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相融洽的科学知识体系。
（一）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亦具有浓厚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
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
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主要探讨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研究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
功能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等，因而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人生活在纷纭复杂的社会之中，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及人际关系变化，对人体的身心健康会产生
较大的影响，中医学十分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因而中医学也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
中医学发源于中国古代，受到当时盛行的哲学思想如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
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生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军事学、数学以及酿酒技术、冶
炼技术等都曾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
多学科知识的交融，构建和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特色。
（二）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医学模式是一种医学观念，是指人们观察、分析和处理有关人类健康与疾病
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哲学思想在医学中的反映，是人类对生命、健康、疾病、死亡等重要医学观念
的总体概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和疾病本质的理解不断深化，医学模式也由过去的“生物医学模式”向
“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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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基础理论(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
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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