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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 目的的暴露于炭疽抱子中的情况
。

研究必须符

合道德和可行的标准
,

药物上市后必须不间断的向

呈报病人确诊的信息
、

病人 的主诉
、

使用药物

的结果
、

不良反应等
。

该类药物的研发公司应 同意

与美国公共卫生机构合作
,

收集评价其产品在广大

人群中的应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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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职高专教学学制短
,

理论授课学时少
,

实

践环节要加强
,

因此课程 内容 的实用性和教学理论

的精练性等特点越来越突出
,

作为中医药学科 的基

础课中药学与方剂学
,

如果仍然按本科教学要求分

开来上
,

目前难以适应高职高专的特点和教育 的发

展要求
,

中药学与方剂学的重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

原因如下

中药学与方剂学重组的迫切性

目前 中药学
、

方剂学的教学如果按照原有 的教

学模式
,

则会产生 内容多
,

课时少的矛盾
,

若将二者

融合一起
,

许多内容就不用重复讲解
,

如中药 的配

伍
、

用药禁忌
、

剂型
、

剂量
、

煎服法
、

使用注意事项和

病症分析
,

以及各药中药物的应用配伍
,

既保证了教

学内容
,

又节省了课时
。

中药学与方荆学重组的可能性

中药的应用是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
,

随着 中药

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对疾病不断认识
,

医家发现把药

物组合在一起的疗效更好
,

再将其制成一定的剂型
,

即产生了方剂
。

由此可见方剂是以 中药为基础的
。

另外
,

中药的性能和配伍是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基础

知识
,

对理解各类各药
、

各方剂的功效和应用起着举

足轻重 的作用
。

将 中药 中的配伍关 系如
“

七情
” 、

“

十八反
” 、 “

十九畏
”

完全贯穿于方剂中
,

可更加明

确方剂的组法原则
。

中药学与方剂学重组的特色性

作为高职高专中的中药专业
,

教学中应以药为

主
,

特别是以药物的功效为主
,

以中药为主线进行讲

解
,

将方剂融于药物应用 的讲解 中
,

以药带方
,

才更

符合自身的专业特色
。

如在讲解完辛温解表药麻黄

后
,

可重点讲解以麻黄为主药的麻黄汤
,

对其组成了

解之后
,

回顾麻黄 的功效
,

推 出其主治证
,

并以此来

加深理解药物的配伍关系 讲解桂枝时可将其与麻

黄 比较
,

麻黄汤与桂枝汤 比较
,

从而使学生 了解到
“

药有个性之所长
,

方有合群之妙用
” ,

更好地掌握

中药
、

运用中药
、

发挥中药的作用
。

对于复杂的方剂

可用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开动脑筋
,

解决问题
。

这样

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又加深了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掌握
。

总之
,

将 中药学与方剂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

既

减少相应教学课时
,

加深学生对药物作用的理解
,

又

避免学生在学习中药作用时理解不深刻
、

学习方剂

学时忘记应掌握的中药内容
。

故我校 自 年开

始对中药专业的大专生重组教学
,

教学效果 良好
,

在

讲授安排上药
、

方合述
,

以药为 主
,

方则侧重讲授立

方依据
,

组方原则
,

配伍特点
,

以重点方为例
,

教会学

生理解分析方义
,

掌握适应证和应用范围
,

为学生进

一步学习专业课乃至将来实际操作中更好地运用中

药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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