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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是依据国家教育部有关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文件
精神，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宏观指导下，由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
会组织，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科专家联合编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规划
教材。
自2001年以来，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批中药学类专业的中医药行业规
划教材，这些教材在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中广泛使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随着学科的发展，目前各院校的中药学院大部分都已改为药学院，所设专业大大增加，这些专业除部
分课程与中药专业相同外，还有许多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由于这些课程多采用自编教材或综合性院
校编写的教材，所以一直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在教学上难以体现高等中医药教育的特色。
基于以上现状，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在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应各高等中医药院校一线
教师以及教学主管部门的呼吁，于2006年开始了编写全国中医药院校药学类专业规划教材的准备工作
。
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行业规划教材建设的精神，本套教材的编写组织工作采用了“政府指导，
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的运作机制。
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于2007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药学类专业教材建设
研讨会”，会前共收到23所院校提供的药学类相关专业教学计划，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秘
书处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析汇总，并将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汇总表提交会议讨论。
会上来自20所院校的专家对药学类专业的教学情况进行了交流，并对需编写教材的专业、课程名称进
行了讨论。
从研讨会专家讨论情况和分析汇总各院校调研情况来看，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所开设的药学类专业和
专业方向已达12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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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指导、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组织、全国17所高等中医药院
校联合编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及相关专业使用。
    中成药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阐述中成药的组方原理、剂型选择、工艺设计、质量控制、疗效
确定及临床应用的学科，是中医药学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及教学大纲的规定，本书以中成药为对象，着重介绍各类中成药的功效与主治
、制备方法与组方的特点等基本理论知识，并注意进一步突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点；注意反映本学
科的新成果、新技术、新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在本学科中的应用，以慎重、积极的态
度引进本学科前沿知识和内容；根据本学科属应用基础学科的特点，充分注重其实用性，在确保知识
的系统性、科学性的基础上，尽可能使所介绍的内容符合当今的实际工作需要。
    本教材在充分吸收以往教材优点的同时，对内容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删减了原属于地方标准而现未上升到国家标准的中成药，对中成药新药的研究开发进行了内容的更新
，充实了中成药的质量控制与制剂部分内容。
为突出中医药的特点，增加了相应的中成药的主治证候，新增加了方歌，以便学习和记忆。
此外，还新增了许多常用典型的传统中成药，在品种选择时尽可能考虑国家基本药物中成药品种，以
确保内容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本教材分共十九章。
1～3章主要介绍中成药的发展、影响中成药功效的因素、中成药新药的研究开发等基本理论知识，以
便提升对中成药的认识。
4～19章按中成药的主要功效和主治分类介绍，重点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
）2005年版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标准》（简称《部颁标准》）、《国家药品标准》中常用
代表性中成药230多种。
每章先列概说，介绍该章药物的概念、功效、适应范围、分类、使用注意等内容。
每一种中成药按来源、处方、组方分析、功能主治、制备方法、剂型规格、用法用量、质量控制、使
用注意、现代研究、方歌等项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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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成药的分类方药制剂是临床医疗中的具体应用，因而中药制剂最早的分类方法是以其主治病种
为基础的。
这种分类方法，在历代医著中均有不同形式的反映，而其中最值推崇的是北宋徐之才首创的“十剂”
和清代汪昂著述的《医方集解》。
前者以药性和作用为依据，将方剂或药物分为“十剂”，即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泄可去
闭、轻可去实、重可去怯、涩可去脱、滑可去著、燥可去湿、湿可去枯。
后者则以临床应用为基础，将方剂分为二十一类，即补养之剂、发表之剂、涌吐之剂、攻里之剂、表
里之剂、和解之剂、理气之剂、理血之剂、祛风之剂、祛寒之剂、消暑之剂、利湿之剂、润燥之剂、
泻火之剂、除痰之剂、消导之剂、收涩之剂、杀虫之剂、明目之剂、痈疡之剂、经产之剂。
《全国中成药产品目录》则将中成药首次分为三十五类四十三种剂型，并按内、外、妇、儿、五官及
其他分为六科，每科又以主要的主治病证为依据，按中医疾病分类。
借鉴历史经验，结合现代应用，中成药分类主要有下述三种。
（一）按剂型分类中成药按剂型分类系将制备工艺相仿、制剂形式相似的中成药归为一类，也是药剂
学常用的分类方法，有利于制剂生产。
中成药现有剂型六十余种，可分为液体、固体（含半固体）及气体等类。
液体剂型中内服的有汤剂、合剂、酊剂、酒剂、露剂、糖浆剂、乳剂、流浸膏剂等；外用及五官科制
剂有洗剂、搽剂、浴剂、灌肠剂、滴（洗）眼剂、滴鼻（耳）剂、涂膜剂、含嗽剂等；注射给药的有
中药小针剂、粉针剂、输液剂等。
固体或半固体剂型内服的有散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胶剂、煎膏剂、茶剂、锭剂、膜剂
、曲剂等；外用及五官科用的有软膏剂、糊剂、膏药、栓剂、外用散剂等。
气体剂型有气雾剂、吸入剂等。
（二）按作用范围及其主要作用分类中成药按其作用范围及主要作用粗分为科、门、类，为传统的分
类方法。
该分类法便于问病售药、医师处方用药及药店经营。
一般设有内、外、妇、儿及五官等科，科下设若干门类，如内科中分为脾胃门、补益门、痰嗽门、风
痰门、气滞门、泻痢门、伤寒瘟疫门、暑湿门、燥火门等。
而补益门中又分为滋阴补肾类、助阳补肾类、补气益血类、滋养安神类等。
（三）按方剂学方法分类中成药按方剂学方法，分为解表、清热、祛暑、温里、泻下、理气、开窍、
祛痰、活血化瘀等各类，为临床使用价值较高的分类方法。
该分类脉络清晰，符合中医理法方药特点，利于临床辨证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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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成药学(供药学类专业用)》：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成药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