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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简介： 学习要点：熟悉《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

、《新修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拾遗》、《中华本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学术

价值。 一、《神农本草经》 简称《本经》，为汉代本草代表

作，是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为本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原

书己佚，现存各种版本均系后人考订、整理、辑得而成，其

原例部分 简要地总结了药物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

度、服药方法、剂型选择等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了中药学

的理论基础。各论载药３６５种，以上、中、下三品分类，

所记载功用多朴实有验。 二、《本草经集注》 为魏晋南北朝

本草代表作。作者为陶弘景，书成于公元５２０年左右（南

北朝梁代）在原例子部分除对《本经》叙逐一注册释、发挥

外，又补充了大量采收、鉴别、炮制、制剂、合药取量、诸

病通用药及服药食忌等到内容，初步确定了经合性本草著作

的编写模式。 三、《新修本草》 又称《唐本草》，为隋唐时

期唐朝代的本草代表作，书成于公元６５９年（唐显庆四年

）书中除本草正文外，还增加了药物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

，开创了图文对照法编撰药学专著的先例被我国历史上第一

部新修药典本草，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 四、《经史证

类备急本草》 简称《证类本草》为宋元时期宋代的本草代表

作，作者唐慎微，以禹锡的《嘉佑本草》和苏颂的《图经本

草》为基础。定稿于１１０８年（宋大观二年）以前，具有



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五、《本草纲目》 简称《纲目

》为明代本草代表作，作者李时珍。其序号例部分对本草史

及药性理论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和发挥，该书

不仅将本草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而且在生物、

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等到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对世界医药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卓越

贡献。 六、《本草纲目拾遗》 简称《纲目拾遗》为清代本草

的代表作。作者赵学敏，定稿于公元１８０３年（清嘉庆八

年）创古本草增收药之冠，极大丰富了本草学，具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七、《中华本草》 为当代本草代表作

５００余名中医专家共同编纂的划时代巨著，公元１９９９

年９月出版，该书集中反映了中医药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对

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治疗、资源开发新药研制只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而且对中药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 第二章 中药的性能 学习要点：１药性的含义及药性理

论的内容２中药防治疾病的机理 一、概念 １、药性：所谓中

药性能，即中药作用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的高度概括，又称药

性。 ２、药性理论：研究中药性能的理论，主要包括四气、

五味、升降沉浮，归经、有毒无毒等。 ３、偏性：药物之所

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扶正祛邪、清除病因，恢复脏腑功能

协调，纠正阴阳的基本作用。使之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到状态

，是因其各具独特的性能。 ４、中药性状：指药物形状、气

味、滋味、质地（包括轻重、疏密电码、坚软、润燥等）是

以药物（药材）为观察对象。 二、中药防治疾病机理 １、扶

正祛邪、清除病因； ２、恢复脏腑功能的协调； ３、纠正阴

阳的偏盛偏衰，使之最大程度恢复了状态。 第一节 四 气 学



习要点： １四气的含义２四气确定依据３四气所表示的效用

４四气的阴阳属性５四气对临床用药品的指导意义 一、含义

：又称四性，即指药物具有得寒热温凉四处药品性，它反映

药物作用性质的重要概念之一。 二、确定依据：是以用药反

应为依据，以病证寒热为基准。 １、能够减轻或消除热症的

药物， 一般属于寒性或凉性，如石膏、板蓝根。 ２、能够减

轻或消除寒症的药物一般属于热性或温性，如附子、干姜。 

三、 所示效用： １、治疗作用：四气从本质而言只有寒热二

性，凡寒凉性药物，即表示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热毒

等到作用，凡温热药物，即表示具有温里散寒、补火助阳，

温经通络、回阳救逆作用。 ２、不良反应：四气对人体作用

具有两面性，倘若应用不当即寒凉性有伤阳助寒之弊，而温

热则有伤阴助火之害。 四 、阴阳属性 温热属阳，寒凉属阴。

在同性质中又有程度上的差异，温次于热，凉次于寒。 五、

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 学习掌握四气是为了指导临床合理

用药，具体有： １、据病证的寒热选择相应药物，治热病投

寒药，治寒病投热药。如治气分高热，投性寒的石膏、知母

；治亡 阳欲脱，投性热的附子、干姜。 ２、据病证寒热程度

的差别选择相应药物，如治亡阳欲脱，选大热附子，治中寒

腹痛，投温性之煨姜。 ３、寒热错杂者，则寒热并用，至于

孰多孰少，据情而定。 ４、对于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者，则

又当分别治以热药或寒药，必要时加用药性相反的反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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