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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区医生和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承担着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
服务和疫情报告、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工作任务，在防病治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人民健
康做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仍不
能满足我国广大群众对卫生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针对目前基层医生队伍现状，制定新时期教育规划，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生学历层次和业务水平
，是适应新形势下卫生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基层医生教育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
　　2001-2010年全国乡村医生教育规划指出：到2010年底，在经济或教育发达地区，30％以上的乡村
医生接受专科以上的高等医学教育；在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1 5％以上的乡村医生接受专科以上的
高等医学教育；其余的乡村医生应具有中专学历。
90％以上的省、区、市建立、健全乡村医生在岗培训制度，90％以上的乡村医生接受定期的在岗培训
。
　　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1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和有条件的县
级市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具体目标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合理，服务功能健全，人员素质较高，运行机制科学，监督管理
规范，居民可以在社区享受到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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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取得了卓越的临床疗效。
　　中医学主要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医学、中医预防医学三部分。
根据我国现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实际情况和基层医生高等教育的实际需要，结合中医教学自身
的特点，本书将中医学的三部分内容融为一体。
力争做到条理清晰，结构合理，便于学习和掌握；遵循中医教学规律，重视相关内容衔接，便于讲解
和传授；更新教育理念，注重能力培养，便于操作和应用。
该书在保持了中医理论体系科学性和完整性的同时，更贴近了具有一定医学知识的医务工作者，可供
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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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哲学是人们通过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升华成
为关于一般运动规律的理性认识。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是对中医学影响最为深刻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之一
。
学习中医学首先要理解和掌握这些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阴阳五行学说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合称。
就其产生的年代而言，阴阳在前，五行在后。
至春秋战国时期，两种理论日趋成熟并被逐渐相提并论，统称为阴阳五行学说。
　　我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将阴阳五行学说运用于医学领域，借以阐述人体的生理功能
和病理变化，并用以指导临床的诊断、治疗，养生和健体，使其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它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阴阳学说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下滋生、发展和变化着的。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阴和阳两个方面，而宇宙问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
是阴与阳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结果。
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
”认识世界的关键在于分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相反相成的两种势力，即阴与阳之间的相互关
系及其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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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基层医生培训系列教材·中医诊疗技术》在保持了中医理论体系科学性和完整性的同时，
更贴近了具有一定医学知识的医务工作者，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
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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