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佗探索发明麻沸散 

 

思政目标： 

1、通过学习华佗发明麻沸散的故事，激发探索精神和求真意识。   

[探索求真] 

2、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勇于创新和探索。 [传承创新] 

思政案例： 

在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战乱频繁，加上天灾频发，士兵和百姓

的伤病率极高。华佗在治疗过程中深感困扰，因为当时没有麻醉药，

手术时病人常常因疼痛而无法忍受，甚至因此晕厥或死亡。华佗决心

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断尝试各种方法，但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

他并未放弃，而是在每次治疗中不断摸索和试验。有一次，华佗在看

完病人后，因疲劳过度而喝了不少酒，结果醉得不省人事。家人为了

唤醒他，在他的人中、百会、足三里等穴位扎针，但他毫无反应。第

二天醒来后，华佗对这一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怀疑酒是否

具有麻醉作用。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进行了多次实验，结果发现酒

确实具有麻醉效果。于是，在为病人手术时，他让病人先喝酒以减轻

疼痛。然而，酒的麻醉效果并不理想，有时手术过程中病人仍会感到

疼痛。华佗遇到了一个病人，他牙关紧闭，口吐白沫，毫无知觉。经

家属介绍，得知病人误食了一种名叫臭麻子花的植物。华佗对这种植

物产生了兴趣，他亲自尝试了这种植物的花、叶、果和根，结果发现



 

 

自己出现了头晕目眩、满嘴发麻的症状。这让他意识到臭麻子花可能

具有麻醉作用。于是，他开始研究这种植物，并尝试将其与其他药物

混合使用，以寻找最佳的麻醉配方。经过多次尝试和改进，他终于成

功研制出了麻沸散。 

目前明确记载华佗麻沸散存在的文献主要有《三国志》《后汉书》

两部。《三国志·华佗传》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

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

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

间，即平复矣。”这段记载中华佗在利用针刺和中药治疗疾病都无法

起效时，便采用手术方法进行治疗，让患者饮下麻沸散麻醉后对其“剖

腹断肠”“缝腹膏摩”，并能起到“一月之间， 即平复矣”的治疗效

果。在南朝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方术列传》中也有

麻沸散的相关记载，书中写道：“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

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

胃， 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

一月之间皆平复。” 



 

 

  

图 华佗创制麻沸散 

 

思政点睛： 

华佗发明麻沸散的故事，深刻体现了中医人在探索与求真道路上

的坚韧与智慧。在中医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医家秉持着对生命奥秘的

敬畏与好奇，不断追求着医学真理。华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面对战

乱与天灾，华佗深感中医在治疗中的局限，特别是缺乏有效的麻醉手

段，使手术变得异常艰难。但他并未因此气馁，反而将这一困境视为

探索的契机。从醉酒中的无意发现，到对臭麻子花的深入研究，华佗

展现了一位中医人对于未知领域的勇敢探索与不懈追求。这一过程不



 

 

仅体现了中医人的探索精神，更凸显了他们对医学真理的执着追求。

华佗没有满足于传统的治疗方法，而是敢于挑战旧有观念，通过实践

与创新，最终研制出了麻沸散，为中医外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中医人，不仅要继承与发扬传统医学的智慧，

更要有勇气面对挑战，不断探索与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推

动中医的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时珍实践探索穿山甲捕食真相 

 

思政目标： 

通过学习《本草纲目》中记载的“李时珍在实践中探索真相，发

现前代本草错误并修正”事迹，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敢于

质疑的创新精神。 [传承创新] [探索求真] 

思政案例： 

 

图 中华穿山甲 

李时珍在写作《本草纲目》中遇到难题时，感到困惑不解时，他



 

 

总是亲自实地考察，探索事物的真相。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道：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

所说，穿山甲是通过鳞甲来诱捕、吞食蚂蚁的，即在中午时分，穿山

甲张开他的鳞甲，装出已经死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他的鳞甲之中，

当许多蚂蚁进入他的鳞甲后，它便闭合他的鳞甲，跳入水中，将蚂蚁

淹死并使其浮在水面以方便吞食。 

李时珍看到之后十分惊奇，觉得有些奇怪，认为百闻不如一见，

他便真寻得一只活的穿山甲，仔细观察它的生活规律，发现穿山甲是

用舌头引诱蚂蚁并捕食的，而并不是用他的鳞甲来捕食。并且他又解

剖了穿山甲的胃囊，发现里面竞有蚂蚁一升之多，于是《本草纲目》

便有了对穿山甲极其详细的描述和记载，一改多代对穿山甲的错误认

识，让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 

不仅如此，李时珍还发现了不少医药著作中的错误之处，如“生

姜”和“薯蓣”应属于菜部，部分本草书将其列为草部；“兰花”和

“兰草”常混淆记载，将观赏用的“兰花”误作药用的“兰草”；“南

星、虎掌一物而分二种”。李时珍通过结合自身的实践和临床经验，

修正了前人的错误，正本清源，丰富完善了本草学的内容。 

思政点睛： 

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历经二十七载，访祖国万水千山，著百

科全书《本草纲目》，他坚持实地考察，实事求是，拨开迷雾，探索

真相，他敢于对先人之言和“常识”提出质疑和批判，修正错误，正

本清源，将问题、分析过程和结论客观地详录于书中。该案例体现李



 

 

时珍追求真理，勇于实践探索的科学研究精神，引导学生培养实事求

是的科学精神和敢于质疑的创新精神。 

 

任应秋深挖中医经典精髓 

 

思政目标： 

通过学习任应秋先生对六经的深入探索与解析，培养科学严谨的

态度，不断求真、探索中医的奥秘。  [探索求真] [传承创新] 

通过学习六经辨证体系在临床中的应用，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能力，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论自信] 

思政案例：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家任应秋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

作为八纲的实际运用示例，深入解析了八纲的具体应用。他提出，“六

经”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综合体现，是阴、阳、表、里、寒、热、虚、

实“辨证”的综合结果。六经辨证，实为八纲综合应用于临床的实例。

他解释说，太阳、阳明、少阳为阳性疾病，太阴、少阴、厥阴则为阴

性疾病；太阳、阳明、少阳代表热性疾病，太阴、少阴、厥阴则代表

寒性疾病；同时，太阳、阳明、少阳属于实性疾病，而太阴、少阴、

厥阴则属于虚性疾病。在对六经病进行性质分类后，任应秋进一步对

“六经病”的主证进行了病理学阐释。他认为太阳病是表证，是疾病

的前兆；阳明病则是体液耗散的结果；少阳病则显示出过敏的特点，

是病邪可进可退的阶段；太阴病表现为消化器官功能衰退；少阴病则



 

 

与心脏和神经衰弱有关；厥阴病的主要特征是体温低落而“发厥”。

他总结道，六经是由表、里、寒、热、虚、实六变形成，这六变在临

床上的错综复合，就是六经的六个界定，也是涵盖六变的六个系统。

任应秋对《伤寒论》“六经”的界定，具有重要的辨证意义。他通过

中医证候学说与西医病理学的对应关系，对伤寒六经病进行了“病理

学”解释，继承了陆渊雷的研究方法，尝试将中医证候用西医病理模

式描述，是中西医汇通的又一重要尝试，也是中西医结合的创新。 

图 任应秋先生探索经典之精髓 

思政点睛： 

任应秋先生对“六经”的界定，不仅是对中医理论的深入挖掘，

更是对探索求真精神的生动体现。他通过中医证候学说与西医病理学

的对比研究，试图找到中西医之间的共通之处，为中医现代化和中西



 

 

医结合开辟了新的道路。这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正是我们

这一代中医人所应该学习和传承的。我们应该保持对中医理论的热爱

和好奇心，勇于挑战传统，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以推动中医理

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任应秋先生的中西医汇通的研究思路，

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作为中医人，我们应该

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积极吸收现代医学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将

其与中医理论相结合，以形成更具现代科学性的中医诊疗体系。 

 

郭士魁探索钻研冠心病有效方 

 

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其能够在未来的医疗工

作中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 [探索求真] 

2、培养学生对中医的自信和自豪感，鼓励他们在中医学的基础

上进行创新，发挥中医的优势。[理论自信] [传承创新] 

思政案例：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研究室主任、西苑医院副院长郭

士魁，致力于探索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按照中医的看法，心绞痛主

要在不通，主要因为“气滞血瘀”和“胸阳不振”，故主要治则是“活

血化瘀”与“芳香温通”。他在此两法的应用和研究上倾注了全身的

心血和精力。中国医学科学院某医院病房收治了一个冠心病患者，他

用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进行治疗，约二周就控制了疼痛的发作，



 

 

三月余心电图也有所好转。这个预想不到的结果加深了他对活血化瘀

法则治疗心绞痛的感性认识。他开始有目的地应用“活血化瘀”法则

进行临床实践，去掉了通窍活血汤组成了冠通汤等固定的方剂。在临

床实践中积极思考，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创新，发掘出贴合临床

的治法。为了降低成本，加快疗效，他与师兄、擅长制药的专家合作,

将心痛丸改成了心痛乳剂，用于治疗心绞痛病人，二到三分钟就发生

了止痛作用，可是仍旧贵。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本书上找到一个

治疗牙痛的验方，他就在这个方的基础上稍加化裁，制成宽胸丸。开

始粗制的丸药每丸才九厘钱，一般服药后三至五分钟就能止痛。他初

步解决了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慢、繁、贵”的问题,并确立了心痛

丸、宽胸丸等治疗冠心病的方剂。 

 

 

图 郭士魁老中医研制特色冠心病有效方 

思政点睛： 

郭士魁老中医的案例展现了中医人如何以临床疗效为核心导向，



 

 

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以解决临床上的实际问题。作为中医人，理论

知识固然重要，但真正的智慧与成就往往来源于实践。我们应该将所

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在实践中检验与完善自己。坚持临床疗效

为核心，我们要敢于质疑、勇于实践，不断追求真理和进步；勇于创

新，不断探索，以补足中西医的短板，优化治病的方案。我们应该发

扬中医的“简便验廉”特色，为患者提供更加高效、经济、便捷的医

疗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社会问题、关注民众需求，更好地发挥

中医的优势，服务社会，传承和发展中医学。 

 

古今药用防己种类变迁启示 

 

思政目标： 

通过学习广防己肾毒性事件以及古今药用方剂种类的变迁过程，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探索求真] 

思政案例： 

防己是常用中药材之一，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数方载有

防己：如防己黄芪汤治风水证或风湿症；木防己汤功在补虚散饮；防

己茯苓汤祛湿治疗四肢皮水；己椒苈黄丸治疗水饮内停，积聚肠间，

二便不利……尤其是防己黄芪汤现今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然而接二连

三的“意外”事件几乎让防己“身败名裂”。 



 

 

  

图 汉防己和广防己中药饮品对比图 

1992 年比利时学者报道称，有两名妇女因服用含有中药防己的

减肥剂导致严重肾功能损害，至 1995 年，欧洲同一地区相似病例超

过80人。这种减肥剂上市已逾15年，此前服用者并未出现这类肾病。

后经政府调查,发现大约 10000 名服该药的妇女中至少有 110 人罹患

了晚期肾衰竭，其中 66 人进行了肾移植，部分病人还发现了尿道癌

症。该学者对此减肥药展开持续关注和研究，他发现该药是在被加入

了一种中药粉“广防己”之后才涌现出这么多病例的，“广防己”中

含大量马兜铃酸，他推测应该是这种物质对肾脏产生了损伤，后被证

实，该类肾病被称为“马兜铃酸肾病”。 

2002 年马兜铃酸被世卫组织列入第一类致癌物。 

目前，马兜铃酸含量高的广防己、关木通、青木香等药材已被禁

用，含马兜铃、寻骨风、天仙藤和朱砂莲 4 个药材的中成药品种按处

方药管理。最新版《中国药典》仅收录细辛、天仙藤和马兜铃 3 种含



 

 

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且对其使用方法也有明确限制。 

导致中医使用千年的防己等药材，突然出现极强的肾毒性，其根

本原因是中药品种的混乱，而防己类药更是其中的代表。 

据调查，现在全国各地以防己为名的异物同名植物多达 30 余种。

与防己名称相近的中药有粉防己、木防己、广防己、汉防己、汉中防

己等。由于名称的混乱，上述几种防己常常混淆使用，张冠李戴。 

1963 年第一版中国药典就将防己科植物粉防己和马兜铃科植物

广防己同时收录防己名下。直到 40 多年后的 2005 版才取缔了广防己

标准。广防己之名未见于历代本草，它是一百多年来在广东地区应用

的“防己”，由于质量较好，销至外省，被称为“广防己”。清代《阳

春县志》称此之为“木防己”，至此广防己逐渐成为木防己的代称。

一方面，它成为木防己的替代品，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上防己品种混

乱，它有时会被充当防己使用，这也为“马兜铃酸肾病”事件的发生

埋下了隐患。 

思政点睛： 

本案例讲述了“广防己肾毒性”事件的始末，由于中药品种混乱，

品种误用对患者造成不可逆转损害的事例。通过一件件血淋淋的真实

案例，广防己的危害才被一点点的揭开，最终我们发现了含马兜铃酸

的一类中药材的安全问题。该案例启示：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不断

探索，认识，否定，重新认识的曲折且前进的过程。培养学生形成批

判思维，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廖慧安传承樟帮精神、创新炮制技术 

 

思政目标： 

通过学习“樟树帮”传承人廖慧安，专注中药炮制技术，创新发

展传统炮制技艺，服务人民，服务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事迹，培

养学生创城创新意识和能力。 [探索求真][传承创新] 

思政案例： 

有“南国药都”之称的樟树市，横跨赣江中游。从这里发源，“樟

帮”作为三大药帮之一，享誉全国。 

年近花甲的廖慧安，传承了“樟树帮”的炮制技艺，尤其擅长白

芍、陈皮切制及膏丹丸散炮制。 从 18 岁开始学徒，从技工到生产负

责人，乃至掌舵，其间走南闯北，38 年专注中药炮制从未间断，真

正践行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用心把它做到极致”这句话。 

 

图 廖慧安使用樟帮铡刀演示切白芍 

 



 

 

“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学有所成，功夫常在炮制之

外。廖慧安带过很多徒弟，他常说，学习中药炮制，不能光学手上看

得到的东西，还要有理论的支撑，没有理论的支撑，只能是空架。会

加工、会做事，只是一个操作工；只有懂得加工原理，在加工过程中

能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能解释，才是一个合格的技术工。表面的、

手上功夫要学，理论的更要下苦功夫。平时不仅要多读大专院校的中

药炮制学教材，更要广泛阅读中医著作，有条件的还要看炮制领域祖

师爷的《雷公炮炙论》，关键是在实践中去理解。只有通医理、识药

性才能学有所成。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廖师

傅一以贯之的原则，中药炮制既要传承古法，也要不断推陈出新，提

高效率才能降低成本，从而惠及更多人。古代炮制基本上都是人工处

理，效率比较低，难以量产。以枳壳炮制而言，有一道使用木架压实

发酵的工序，这也是樟帮古法炮制的工艺，目前还是使用人工。但是

对切枳壳而言，则完全可以用现代化工具改进。一个熟练的切工，一

天最多能切 15 公斤，但是使用机械则能够切 300 公斤都不止。正是

秉持这样的思想，廖师傅依托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工作室配套条件，积

极创新传统炮制工具，提高产能。目前公司正在研发一款“熟地压块

机”，一经投入使用，就将在保持“樟帮”高品质高质量的产品的同时

提高产出效率，惠及更多百姓。 

课程思政： 

千年“樟帮”的传承人廖慧安用心传承“樟帮”千年的炮制技艺，



 

 

将“樟帮”炮制精华融汇一身，在中药炮制实践中，用智慧创新炮制

工具，不仅保持“樟帮”药材品质，更提高炮制效率，使中医药惠及

更多百姓，服务于“健康中国”战略。该案例给予学生传承创新中医

药文化的经典示范，培养学生守正创新的精神。 

 

尚飞从家传绝技到中医理论的探索 

 

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以问题为导向，在前人的

基础上不断向前。  [探索求真][传承创新] 

2、培养学生对中医的热爱和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医文化。 [文

化自信] 

思政案例： 

中医人在面对现代医学挑战时，如何坚持中医传统标准，发挥中

医的特色疗法？作为中医人，如何在前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不断

探索求真，解决问题？河南新郑民间中医尚飞就是典型的案例。 

河南新郑民间中医尚飞，出生于中医世家，春和堂第五代传承人，

开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幼受家庭熏陶，他便对中医产生浓厚

兴趣。中学时，他熟读《黄帝内经》等经典医书。1989 年，他毕业

于张仲景国医大学（现南阳理工学院张仲景国医国药学院），并在河

南中医学院（现河南中医药大学）深造。他始终秉承“大医精诚”的

理念，制药秉承匠心，不省人力。目之所见，皆是匠心；目之未见，



 

 

皆是良心，尚飞老中医，给病人从来都用最好的药，一直坚持药材的

亲自筛选，亲自炮制，精益求精，探索中药之真、中药之本，这种对

工作任务的匠心和对职业的良心就是医者仁心仁术最好的彰显。在治

疗中风、偏瘫等后遗症方面，熟练运用家传绝技十二透针法，减少施

针数量及病人痛苦，减少针刺感染几率等。在治疗不孕不育症方面，

根据病理，辨证施治，治疗时按症状分为五型，并运用祖传秘方，疗

效显著。为进一步完善家学，尚飞在先辈研究积累的基础上不断精研，

不惜五易寒暑之功，苦钻医术，结合现代临床实践，不仅对中风疾病、

心脑血管症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还对类风湿、癫痫类疾病下了不

少功夫，进一步完善了尚氏家传医学谱系。总结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医

学理论，不断创新，更加完善了中医治疗体系。尚飞老中医力求给患

者最好的疗效，发挥中医的特色疗法，同时按“简便廉验”的中医标

准，及时发现现当代临床上的具体问题，用一颗探索求真的心解决问

题。 



 

 

  

图 尚飞医生为患者讲述病情 

思政点睛： 

尚飞老中医的事迹深刻体现了对中医的深入探索和不断求真。他

始终坚持传统的方法和理念，并在这些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完善，从而

展现了中医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力和发展潜力。尚飞老中医在药材的选

择和使用上，秉承匠心和良心，始终坚持使用最好的药材，亲自筛选

和炮制，保证药材的品质和疗效。中药是中医不可或缺的生命力，中

药的有效性和特点验证和发展中医的传统诊疗的标准和方法，也是对

中医传统理念的坚持和发扬。他熟练运用家传绝技十二透针法治疗中

风、偏瘫等后遗症，这种结合传统技法与现代医学理念的治疗方法，

展现了中医在现代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治疗不孕不育症方面，根

据具体病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的方法，展现了中医在治疗疾病方面



 

 

的独特优势，他在面对现当代临床上的具体问题时，始终保持一颗探

索求真的心，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解决问题，提高了中医治疗的效

果，也是对中医传统理念的深入探索和不断求真。尚飞老中医在继承

家学的基础上持续深入研究，提炼出许多宝贵的医学见解，并致力于

创新，从而丰富了中医的治疗体系。这种探索求真的精神，对于培养

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推动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