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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1983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等中医
院校普通课、西医课教材编审会议，成立首届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普通课、西医课教材编审委员会；组
成十七个学科编审小组，根据卫生部1982年10月颁发的中医、针灸、中药各专业教学计划对各科教学
大纲作了修订；并组织编写本套教材。
中医学院的普通课和西医课教材主要是为培养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服务的。
本套教材是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对本门学科的要求，按照新的教学大纲，各编审小组制定了编写提纲
，在总结二十多年来中医学院普通课、西医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从高等中医教育的实际出发，既保证教
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又贯彻“少而精”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在更新教材内容的同时，注意充实近年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药学的新成果，从而使本套教材
为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编写出新的风格和特点。
本套教材包括《英语》、《日语》、《高等数学》、《数理统计方法》、《医用物理学》、《物理学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组织学
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与寄生虫学》、《病理学》、《药理学》、《西
医内科学基础》和《西医外科学总论》等十九门学科，共二十二种教材。
其中部分教材是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充实、修改而成。
教材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
要使中医学院的普通课、西医课教材适应高等中医教育的需要，还要进行长期的努力。
要通过大量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提高，才能逐步完善。
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编写时间仓促，本套教材存在不足之处，恳切期望广大师生和读者随时提
供宝贵意见，以便在今后修订时加以改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理学>>

内容概要

　　《药理学（供中医、中药专业用）》是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对本门学科的要求，按照新的教学大
纲，各编审小组制定了编写提纲，在总结二十多年来中医学院普通课、西医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
而成。
中医学院的普通课和西医课教材主要是为培养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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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的本草学历史悠久，文献极为丰富，总计有七百余种之多。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专门记载药物知识的著作，是公元一世纪前后，有人借“神农”之名所写
，共收集药物365种，涉及120余种疾病的疗法。
此后，历代的学者不断地对本草进行了增补和修订。
唐代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全书共载药844种。
明朝李时珍广泛收集民间用药知识和经验，考证医书八百余卷，并经实地考察和反复实践，历时27年
，编写成《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插图1160帧，附方11000多个。
其内容之丰富，超过了世界任何本草或药物学文献，对我国和东西方国家医药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先
后被译成拉丁、英、法、德、日、俄、朝等多种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1963年、1977年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其中1977年版系在前
两版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收载常用中西药。
第一部为中药，共1151种，包括制剂、成方和复方。
我国历代主要本草学见表1—1。
在本草学中已记载了有关的药理学知识，例如《神农本草经》中写有麻黄治喘、大黄导泻、常山截疟
、雷丸祛虫以及海藻治瘿等，至今仍为中西医临床所袭用。
我国本草把药物的作用称为药性。
其中以四气（寒、热、温、凉）和五味（辛、甘、酸、苦、咸）说明药物的基本作用，以升降浮沉说
明药物作用的趋向，以归经说明药物作用的选择部位。
此外，尚有补和泻，有毒和无毒等。
这些知识主要是由临床实践经验积累起来的。
国外药物学知识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例如公元二世纪罗马盖仑（Galen）的百科全书本草篇中，载有药物约400种，对许多药物作了植物分
类，他还创造了阿片酊及其他许多药物制剂，至今许多简单的植物浸膏仍被称为盖仑制剂（Galenicals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理学>>

编辑推荐

《药理学(供中医、中药专业用)》为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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