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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方剂与方剂学的概念

一、方剂学的概念：

* 是中医药学的基础课程之一，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

指导，以中药学为基础的一门学科；

* 是研究和阐明方剂学的基本理论（治法、制方原理

等）、方剂的配伍规律及其临床运用的一门学科；

* 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药防治疾病的经验总结；

是中医理、法、方、药在辨证论治中的综合运用。



二、方剂的概念：

* 是中医根据临床病证的特点，在

辨证审因，确定治法的基础上，

按照组方原则，选择适当的药物

加以组合，并酌定剂量、规定适

宜的剂型及用法而成的处方，是

为方剂。



第二节 方剂的起源与发展

· 要点：在方剂学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及其意义。

*《五十二病方》：战国时期，泳衣载方283首 （能够辨认

的

197首），是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方剂著作。
*《黄帝内经》：战国时期，托名黄帝、

歧伯编著；载方13首。是现存最早的

医

学典籍；也是中医学理论的经典著作。

书中有关辨证立法、组方结构、配伍

方

法、用药宜忌等理论，为方剂学的形



方剂的起源与发展（续）

* 《伤寒杂病论》：东汉末期，张仲景

著；载方314首。既是中医学辨证论治

的经典著作；又首创融理、法、方、药

于一体； 誉称之为“方书之祖”。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代，由陈师文等

编著，载方788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

政府编修的“成药典”

*《伤寒明理论·药方论》：金代医家成无己编著。旨

在分析20首伤寒经方，是中医药学史上第一部专门

剖析方剂论理的著作，开创“方论”研究的方法。



方剂的起源与发展---- 续

*《普济方》：明代，朱木肃等编著，共载方61739

首。是方剂学史上载方

最多的著作。

*《医方集解》：清代，汪昂编著。开创了新的治法

（功效）分类法（22类

综合分类法）。

*《中医方剂大辞典》：南京中医药大学

载方96592首。



第三节 方剂学与其他学科的关

系

* 方剂学具有基础与临床的双重属性；

* 方剂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运用的重要形式；

* 衔接传统中医与现代生命科学的综合学科。

第四节 方剂学的学习方法及要求

*学科的基础知识

*学科的特点

*方剂学的内容 — 纲目联系

*掌握重点内容与基本功的训练

*举一反三



第五节 方剂学的研究范围

1.阐明方剂与病证、治法之间的关系；

2.制方原理（方解，泳衣品牌揭示组方的要素与功效的

关系。）

·证机分析

·药物配伍关系的分析（君、臣、佐、使药）

3.现代研究 番

红

花



第六节 方剂学的研究方法

1.以中医学术为基础，以科学方法为指导，以方剂为方

剂为对象，泳衣品牌旨在揭示方剂学科的规律；

2.研究方法：

· 以临床观察为基础的临床试验方法

· 以实验为主的实验研究方法

· 以文献为主的文献整理方法

· 以理论探索为目标的逻辑思维方法

条叶龙胆



第二章 方剂与辨证论治

第一节 方剂与病证

* 方剂是临床辨证论治的产物；

* 方剂的产生都是以泳衣品牌辨证为依据的；

* 方剂是针对具体病证作出的针对性治疗的方案。

金
银
化



第二节 方剂与治法

一、治法的概念：

* 治法：即治疗方法。指临床辨证审因之后，在治疗原

则的指导下，针对病证的病因病机所拟定的治疗方法。

二、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 从医学发展上看，治法来源与方剂；

* 治法是指导方剂应用的依据；

* 方剂是治法的具体体现。 红
花



三、“八法”：

* “八法”的概念：“八法”为清代医家程钟龄在《医学心悟

》

中所归纳出来的八种治疗大法。其谓：“论治病之方，则

有以汗、和、下、消、吐、清、温、http://补，八法尽之”。

* “八法”的内容：

汗法 吐法 下法 和法

清法 温法 消法  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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