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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5_AF_BC_E6_c34_223948.htm 专题六：中医学 中

医学概念： #61558. 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

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疾病，从而有了应用中药的起源#61558. 在

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

病的方法，并由此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经络学说

。#61558. 春秋战国 《黄帝内经》 汉朝以前 《难经》#61558. 

东汉 《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61558. 西晋 《针灸甲乙经》 皇

甫谧 隋朝 《诸病源候论》 巢元方#61558. 唐朝 《唐本草》 苏

敬等20余人 《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孙思邈#61558. 清

代 《温热论》叶桂；《湿热条辨》薛雪； 《温热经纬》王士

雄；《医林改错》王清任 “金元四大家”的医学流派 刘完素

以火热立论，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

之说，用药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他为寒凉派，其学术观点对

温病学说的形成以很大的启示； 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邪

去则正安”，攻邪驱病，以汗、吐、下为攻邪的三个主要方

法，后世称他为攻邪派；#61558. 朱震亨倡“相火论”，谓“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他为

滋阴派。#61558. 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协调、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的2、人体与外界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不可

分割的联系#61558. “辨证”的“证”是疾病的原因、病位、

性质以及致病因素和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的概括。#61558.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61558.三、中药

基本知识介绍 中药又称中草药，是通过特定的加工方式加工



炮制后可直接供给药房配剂使用，或可提供给药厂作为制药

原料使用的植物、动物，矿物等。#61558. 中药的四气寒、热

、温、凉#61558. 疏散肌表，促使发汗解表药：麻黄、桂枝、

薄荷 引起腹泻，润肠通便泻下药：大黄、芒硝、火麻

仁#61558. 清解里热清热药：石膏、栀子、丹皮 芳香辟浊，化

湿醒脾芳香化湿药：藿香、佩兰、砂仁#61558. 通利水道，渗

除水湿利水渗湿药：茯苓、车前子 祛除风湿之邪祛风湿药：

独活、五加皮#61558.#61558. 奸运脾胃，促进消化消导药：山

楂、鸡内金、麦牙#61558. 化痰止咳止咳药：半夏、苏子、贝

母 补虚扶正补虚药：人参、党参、鹿茸#61558. 板兰根冲

剂#61558. 牛黄解毒丸 十滴水#61558. 藿香正气水#61558. 逍遥

丸#61558. 保和丸#61558. 锡类散 藿胆丸&#61558.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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