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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特有的一门医学学科。
通过申西医的优势互补，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疑难疾病的诊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成为我国乃至
世界临床医学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力量。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越来越倾向于中西医结合诊疗疾病，由此中西医结合的队
伍越来越壮大，不少高等医药院校（包括高等中医药院校和高等医学院校）适应社会需求，及时开设
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或称中西医结合专业），甚至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系、中西医结合学院，
使中西医结合高等教育迅速在全国展开，有些院校的中西医结合专业还被省、市、地区评为当地“热
门专业”、“特色专业”。
但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却明显滞后于中西医结合专业教育的发展，各院校使用的多是自编或几个院校
协编的教材，缺乏公认性、权威性。
教材的问题已成为中西医结合专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规划、组织编写了高等
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第一版本科教材。
即“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
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通过大量调研工作，根据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两个基础、一个临床”的教学
模式（两个基础：中医基础、西医基础；一个临床：中西医结合临床）以及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的现
状，实行先临床后基础的分步实施方案，首先重点系统规划了急需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教材和部分专业
引导性教材共16部（分别为：《中外医学史》《中西医结合医学导论》《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
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中西医结合
耳鼻咽喉科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西医结合危重病学》《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中西
医结合精神病学》《中西医结合肿瘤病学》《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中西医结合口腔科学》《中西
医结合肛肠病学》），组织全国开设申西医结合专业或中西医结合培养方向的78所高等中医药院校、
高等医学院校的专家编写，于2005年正式出版发行并投入教学使用。
上述教材在教学使用过程中，得到师生的普遍好评，也被列为国家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的蓝本教
材。
为确保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的系统性，满足教学的需要，进一步编纂该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成为许
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为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先后在北京、长沙、广州等地组织了多次专家
论证会，统一了思想，决定启动中西医结合基础课程的教材建设工作，认为基础课程教材的建设应遵
守以下原則：①保持中西医基础课程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充分体现专业基础教材的科学性，突出“三
基”，构筑中西医结合临床课程的专业基础，能支撑中西医结合临床课程的专业学习；②体现申西医
结合学科学术发展的现状，保持教材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启发性；③突出申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的
专业基础特点，立足于本科教学层次的需要，把握适当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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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基础理论是学习中医药学的入门课程和主干课程．本教材从学科发展，教学基本建设、中西医结
合专业发展的需要，根据中西医结合与中医学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提高中西医
结合人才专业素质、提高教学质量为根本宗旨进行编写。
本教材力求保持中医基础理论的传统性、系统性，也突出学科的特点，注重体现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
果，适应多样化教学需要，正确把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
教材内容和编写体系体现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创造条件。
    本教材汲取了“十五”期间《中医基础理论》相关教材、教学参考书的精华，并注意到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
对基本概念的表述，主要依据2006年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8226;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力求做到准确、精炼。
    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全体编委树立质量意识、精品意识，精心编撰，字斟句酌，按时完成了本书的
编写任务。
同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出版法律、法规，恪守学术道德，坚守职业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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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学习引导】中国古代三大哲学理论——气、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到中国
古代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自然科学的进程。
中医学作为中国自然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受到了这三大哲学理论的深刻
影响，并将其作为中医学理论形成的基本架构。
通过学习这三大哲学理论的概念、基本观点和在中医学中的运用，就可以掌握中医学基本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
【名词术语】气一元论阴阳阴阳交感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转化五行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五行
制化五行相乘五行相侮母子相及滋水涵木益火补土金水相生培土生金抑木扶土佐金平木培土制水泻南
补北气、阴阳、五行，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是古人用以认识和解释物质世界发生、发展和变化规
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气的学说主张以“气一元论”的思想，阐释气是物质，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由气的运动变化而形成一
切事物和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阴阳学说从“二元论”出发，阐释物质世界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则从“
多元论”的角度，阐释自然界以木、火、土、金、水为代表的各类事物和现象之间生克制化的关系。
气、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作为传统文化的基石，渗透到当时的自然科
学、文学艺术、行为道德等各个领域。
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论理方法，研究人体及其与自然
环境的关系，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指导临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因此，中医学理论体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气、阴阳、五行学说融合贯穿于中医学的各个
方面，是中医学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构建中医理论和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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