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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o了解：中医药学的发展简史及主要代表著
作

o重点：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整体观念、辩证
论治

o难点：整体观念、“证”、“辩证”



第一节   绪言

o 中医药学发源于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
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
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宝贵经
验的积累和总结，对全人类的健康保健和疾
病防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中医学理论发展简史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1.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
国到秦汉时期  

ü 包括《素问》《灵枢》两部
分内容 。

ü 运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对生
命的认识； 提出“治未病
”的观点 。

ü 是中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
石。



2.《难经》——成书于东汉，秦越人所作 。

ü 理论涉及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 

ü 对脉学特别是“寸口脉诊”有详细的论述 

。

3.《伤寒杂病论》——张机（字仲景）所著，
成书于东汉。

ü 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分。 

ü 是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专著。
ü 创立了外感、内伤疾病的辨证纲领和有效方剂
。  



4.《神农本草经》——
成书于东汉，众多医家
收集整理而成。

ü 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
专著。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1. 魏晋隋唐时期 

Ø 晋·王叔和的《脉经》是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 。

Ø 晋·皇甫谧著的《针灸甲乙经》是中医学第一部针
灸学专著。

Ø 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医学第一部病因
病机症候学专著。 

Ø 唐·孙思邈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是中医学最早的百科全书。 



2.宋金元时期

“金元四大家”：李东垣、朱丹溪、张从正、刘完素。
●“补土派”李东垣：重视对脾胃的调养和护理。认为脾胃
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
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
和濡养、协调解决。
●“滋阴派”朱丹溪：重视老年人的保健护理及疾病的饮食
调护。
●“攻下派”张从正：重视情志护理，采用以“形逗乐解妇
愁”。
●“寒凉派”刘完素：强调“火热”之邪治病的重大危害；
治疗上，他主张用清凉解毒的方剂，故后世也称他作“寒凉
派”。



3.明清时期

中医护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更加充实，逐渐向
独立完整的体系发展。

o 吴有性：字又可，著《温疫论》,创“戾气
”学说。 

o 叶桂：字天士，著《温热论》，创温热病的
卫气营血辨证理论。 

o 薛雪：字生白，著《温热条辨》，创立温病
学的湿热病因理论。 

o 吴瑭：字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温热
病的三焦辨证理论。



4.近代及现代

o 整理前人的成果，中西汇通，重视以人为本、
治未病。编著的书籍有《中国医学大成》、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医学衷中参西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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