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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教材是培养中医人才和传授医学知识的重要工具，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中医药院校教学质量
的关键之一。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教材的质量，
更好地把握新世纪中医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让高等中医药院校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教
材可供选用，以促进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继承创新、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医学，让学生在规定
的课时内，牢固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全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管理研究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组织，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积极参与，共同
编写了本套供中医药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精编教材”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组织教材编写、出版的经验，是对中医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规律探索的体会，是对中医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
本套教材是以国家教育部新版的教学大纲和国家中医药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求为依据，以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的以突出中医传统和特色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五版）及反映学科发展新成果的普通高
等教育中医药类“九五”规划教材（六版）为蓝本，充分吸收现有国内外各种版本中、西医教材的合
理创新之处。
从教材规划到编写的各个环节，层层把关，步步强化，重在提高内在质量和精编意识。
既体现在精心组织，高度重视，以符合教学规律；又体现在精心编写，在“三基”、“五性”和“三
特定”的教材编写原则下，确保内容精练、完整，概念准确，理论体系完整，知识点结合完备，并有
创新性和实用性，以切合教学实际，结合临床实践，力求“精、新、实、廉”的特点。
同时，教材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形式多样，主体层次清晰，类目与章节安排合理、有序，充分体现
了清晰性、易读性及和谐性。
在本套教材策划、主编遴选、编写、审定过程中，得到了专家指导委员会各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
了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一纲多本、形式多样是高等教育教材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殷切希望各中医药院校师生和广大读者在使用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使本套精编教材更臻完
善，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更符合现代中医药院校教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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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中药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由成都、北京、上海、南京、黑龙江等11所中医院校临床中药学专家
精心编写。
通过本科程的学习，以掌握中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常用药物的应用技能，为进一步学习“方剂
学”和临床课程打下基础。
全书共26章。
总论4章，介绍中药及其相关概念，中药学及其发展概况，中药功效和性能理论，以及影响中药临床
效应的因素；各论分述解表药、清热药、泻下药等22大类共508种中药的基本知识，包括各药的性能、
功效、应用及用法。
     本教材的特点如下：①与现有本科教材相比较，吸收了其优点，质量有明显提高，全书的结构和分
类更为合理、名词术语更为规范，并首次对功效术语进行了界定，总论及各论概述部分，分项论述，
条理清楚，便于学习和记忆。
②对大纲要求的教学内容，阐述更加简明扼要，能符合教改地要求。
③所附参考资料，既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创新思维，又反映了学科进展。
    本教材编写立足于中医院校教学的需要，面向21世纪人才的培养目标，贯彻精品和质量意识，继承
和发扬五、六版教材的优点，大胆创新，使教材内容更为系统化、科学化、合理化，便于教学，利于
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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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品分类是本草史上的第一次药物分类，反映出当时人们已不满足于孤立地认识各种药物，而是
力图找出药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思维上已经产生了飞跃。
三品分类抓住了临床药物学药物分类的关键——主要功效（扶正与祛邪）和毒性，这对后世的功效分
类和性能分类，具有巨大的启示，其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
由于历史条件和医药学术水平的限制，当时对药物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并且还受到道家和方士思想的
影响，其对药物品位的判定，带有若干主观臆断的成分，未能反映出药物临床效应的客观实际。
如书中将有毒的丹砂列于上品之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加之这种分类比较原始粗略，所以，随着医学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三品分类最终被其
他分类方法所取代。
2.自然属性分类　依据药物来源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三类不同归属，再结合各类的不同特点进一步
细分药物的分类方法称为自然属性分类。
自然属性的分类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汉字中的偏旁部首，就是这种分类思想的集中表现。
首先应用自然属性分类方法的中药学专著是《本草经集注》。
该分类方法最适用于载药数目繁多的大部头药学著作，所以成为后世综合性本草药物分类的主要方法
。
明代《本草纲目》则是古代本草按自然属性分类的最高成就，书中采用该方法将1892味药分为60类。
其矿物药的金类主要是金属的单体物质、合金和金属矿石，玉类主要是硅酸盐化合物，石和卤类多是
非金属单体及其化合物。
每一类中，还大体上将相同元素和化合物集中排列。
植物药中的草部，又分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类、杂草9类。
各类药物的排列次序也较为科学，如芳草之中当归、芎劳、蘼芜、蛇床、藁本、白芷等依次相随；毒
草中大戟、泽漆、甘遂、续随子等列为同类。
前者是因为“花实似蛇床”（伞形花序）；后者则是茎叶“折之有白汁⋯⋯结实一颗三粒相合生”，
这正是大戟属植物的主要特征。
其对植物的“析族区类”，已孕育着现代科属分类的萌芽。
其动物的排列“由微至巨，由贱至贵”，完全符合生物进化的观点。
《本草纲目》的分类，领当时世界之先，纲目分明，便于查阅，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本草中的自然属性分类，基本上是实用性的分类，与现代系统的植（动）物学自然分类，尚有本
质上的区别。
但这种系统的自然分类，对临床中药学的意义不大，目前主要为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与药材学等
学科所采用。
3.功效分类‘依据药物的主要功效进行药物分类的方法，称为功效分类。
中药的功效分类，是以方便临床用药为目的而进行的分类，能够揭示药物防病治病作用的区别和联系
，因此成为现代临床中药学分类的主流。
中药的功效分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种思想的萌芽，可以上溯至《神农本草经》，其所谓上品
“益气”、“延年”，下品“除寒热邪气”等，无疑是考虑了功效为标准的。
陈藏器《本草拾遗》提出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类，虽然还不是具体的功
效，但在功效分类的发展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明清时期随着人们对中药功效认识的提高，以功效分类为主的本草逐渐增多。
但在当时，药物按功效分类的方法初具雏形，所分列的类别比较粗糙，查阅时仍不够方便。
现代临床中药学一般将药物分为解表药、清热药、泻下药、祛风湿药等，其下再分若干小类（节），
如清热药又分清热泻火药、清热燥湿药、清热解毒药、清热凉血药、清虚热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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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中药学(供中医药类、中西医结合等专业用)》从教材规划到编写的各个环节，层层把关，
步步强化，重在提高内在质量和精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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