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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学"#$$%年胡克通过显微镜对软木等植物组织进行观察发

现 &细胞’(事实上只是死的细胞壁(继而列文虎克报道在鲑鱼血

液中看到红细胞的细胞核)#*++年布朗在植物叶片中也发现细胞

核(#*世纪以前,对细胞的基本结构仅有初步认识(直到 #*+*-
#*+.年施莱顿和施旺正式提出最早的细胞学说,指出一切动-植

物皆由细胞组成,有机体的代谢及生长发育都是细胞活动的结果,
首次阐明了动-植物界有共同的统一性的观点,为达尔文建立生

物界的 进 化 理 论 奠 定 了 基 础(#*+%年 莫 尔 发 现 细 胞 分 裂 现 象)
#*/0年内格里证实莫尔的观察,同时强调细胞核在细胞分裂中的

作用)#*%%年微尔啸提出 &细胞来自细胞’并通过细胞分裂传递

遗传物质至子代的观点)#*10年由于切片机-化学染料的出现以

及组织染色方法相继建立,显微镜分辨率提高(#.世纪后 2%年

中,对细胞的观察有许多发现,这一时期称细胞学的经典时期(逐

渐形成完善的细胞学说34#5所有有机体均由细胞组成)425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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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的生命特征由其构成的细胞作为整体行使功能!但其中每一

细胞均能独立维持其生命活动特征"#$%细胞是最小的生命单位"
#&%细胞只能由细胞产生’细胞学说的确立!使人们认识到细胞

是生命的单位!是一切有机体共同的物质基础’细胞学说创立后

细胞学发展很快!相继出现实验细胞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细胞

学等新兴学科’

)细胞病理学*由莫干尼等创立的器官病理学仅能用肉眼从器官观

察疾病!不能深刻认识疾病的本质’施莱顿和施旺提出的细胞学

说!为细胞水平研究病理改变提供了前提’显微镜的改进和切片

水平的提高!为细胞病理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以德国微尔啸为代

表的学派!及时将细胞学说与病理学研究结合起来!以科学实验

为基础!将病理形态学从对器官的观察提高到对细胞的研究!使

人们对疾病本质的探索!由宏观到微观!奠定现代显微病理形态

学的基础’微尔啸提出 +一切细胞都来自细胞,(+细胞是基本自

主 的生命单位,(+机体是细胞的总和,(+一切病理是细胞的病

理,的细胞病理学说!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摆脱了抽象的推理!确

认了疾病的物质基础’细胞病理学发展了病理形态学!开辟了病

理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对疾病本质认识的深化!是医学的巨大进

步’

)病理解剖学*-.世纪人们对人体的正常结构和脏器形态有了基

本认识!能进一步探求人体某些异常结构和病理变态与疾病及其

症状之间的关系!出现一门新学科/病理解剖学’-012年意大利

的 贝尼维尼出版了病理专著 3论疾病的隐匿及明显的原因和治

疗4!记载 ---例临床记录!其中 2例有尸体解剖记录!试图将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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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症状与尸体解剖发现联系起来!瑞士日内瓦的博内特于 "#$%
年出版的解剖学汇编 &墓葬’(为一部古 代 病 理 学 文 献 汇 编!")
世 纪 莫 干 尼 从 事 解 剖 研 究 时(发 现 解 剖 学 的 改 变 必 然 与 疾

病 以 及 病人的症状有关(试图通过尸体解剖探索各种疾病的原因

及其器官上的病理变化*"$#"年莫干尼发表的 &论疾病的位置与

病因’是病理解剖学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为病理解剖学确立了研

究方法(奠定了近代病理学的科学基础*促使人们摆脱了推理与

意测(从物质实体上寻找疾病的原因(把病理观建立在具体形象+
真实可见的器官变化上*此后(医生诊治病人时(开始寻求 ,病
灶-以解释症状(临床上开始用器官分类法代替症状分类法(这

种病理解剖学观念(是近代诊断学的一个要素*使病理解剖学进

入一个新阶段(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医学史尊莫干尼为 ,病理学

之父-*")世纪的病理学家将尸检所见的病理变化与疾病及其症

状联系起来(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这个阶段被称为病理解剖

学奠基时期*

.预防医学/")世纪欧洲的预防医学首先是在军队中展开的*军营

内易获得必要的数据作健康和疾病的统计(易于监督和观察患者*
苏格兰的普林格尔拟定了军营卫生工作的若干要则(提出避免沼

泽+改良排水+设置便所及其他有关兵营卫生的措施(对军队的

卫生改革作出了贡献*瑞士的杜南")0%年#月参加了法意沙法利

诺战役(在战场上见到众多伤兵无人照顾(痛苦死亡*遂于 ")#1
年发表了 &沙法利诺回忆录’(倡议各国建立民间救护团体(对战

场上的伤兵不分国籍均予救助*")#2年杜南组织了救护伤员国际

委员会(提议各国都成立一个民间团体(从事战场救护*")#3年(
瑞士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签署了国际公约(成立红十字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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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改善始于 !"世纪中叶#当时$很多城市相继通过了卫生法

令$施行的结果是%遮盖污浊的流水&修筑街道&添置街灯&改

良下水道等$对城市卫生的改善起了推动作用#欧洲的工业革命

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英国的乡村医师琴纳从中

国的人痘接种法中得到启发$发明了牛痘接种法$这不仅是免疫

学史上的一项创举$而且使人类第一次掌握确实有效的预防烈性

传染病的方法#牛痘接种术明显降低了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
一种简便&安全&有效预防天花的方法#!"世纪预防医学的进步$
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免疫学(用人工免疫方法预防疾病$历史悠久#中国明代已发明

人痘接种法)!*+,年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预防天花)!+世纪微生

物学家巴斯德研究炭疽和狂犬病$首先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学方

法减弱微生物的毒力$获得减毒疫苗$为实验免疫学奠定了基础)
!""-年梅 契 尼 科 夫 发 现 白 细 胞 吞 噬 现 象$确 立 细 胞 免 疫 学 说)
!"""年纳 托 尔 发 现 体 液 免 疫 物 质 存 在$勃 契 纳 称 其 为 防 御 素)
!"+.年贝林和北里柴三郎发现另外一种体液免疫物质//抗毒

素)!+.-年赖特等证实直接作用于细菌的耐热物质是调理素#疫

苗能帮助人们免遭传染病的危害$但其作用机制一直未知#直到

!+世纪末$梅契尼科夫为代表的学派认为机体免疫机制是细胞免

疫)艾利希等提出体液免疫说#调理素的发现$统一了两个学派$
使人们对免疫机制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微生物学(!+世纪中叶$微生物学成为一门科学#巴斯德研究了

发酵及酒类变质问题$证实了其中微生物的作用$并提出加温灭

菌的防腐方法$为近代消毒防腐提供了科学依据$奠定了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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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基础!推翻 "自然发生说#$巴斯德的细菌学说启发外科医生

重视术后感染与细菌的关系!开始使用外科消毒法!使术后感染

率 下降%科赫提出判断某种微生物是否为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的

"科赫原则#!建立悬滴标本检查法&组织切片染色法&显微镜摄

影等技术!发明了固体培养基!建立 "细菌纯培养法#!所著 ’炭
疽病病原学(&’创伤感染的病原学(及 ’论结核病(是微生物学

的基础$微生物学的建立!对于传染病学&外科学起了促进作用!
对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对卫生学的确立奠定了科学基础$

)药理学*药理学是沟通药学和医学&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
其发展除受这些学科的影响外还与化学和生理学关系密切!+,世

纪化学工业的发展对药物的研究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首

先体现在从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如从阿片中提取吗啡&吐根碱!
是分析药物作用原理的必要条件%其次是在人工合成一些有效药

物!如尿素&氯仿!明确药物作用的有效成分!推动药理作用的

深入研究方面$+,世纪!各学科的协作加深了对药物作用的认识!
促进了药理学的发展-实验生理学的建立!为现代药理学的兴起

开辟了新途径%生理学家利用实验生理方法研究药物对各器官的

影响%生物化学的进展!为研究药物在体内代谢提供了实验方法%
施米德伯格及其学生在药物代谢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微生物学

的发展!促进了抗病微生物药物的研究和发展%磺胺类药物的发

现是细菌感染化学治疗的开端%+,./年青霉素用于临床治疗球菌

感 染%为探索药物作用原理!艾利希于 +,世纪末首先提出 "受
体#学说$后人不断加以完善!把药理学从器官和细胞的水平上

升到分子水平!促进了分子药理学的建立$随着科学不断进步!药

理学将有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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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消毒方法"创伤和手术后并发的化脓感染是阻碍外科学发展

的严重问题#人们对外科感染原因有过多种认识$巴斯德和科赫

的实验证实化脓性感染是细菌入侵的结果#科赫用染色法及动物

接种法揭示细菌入侵和感染之间的关系%巴斯德建议采用热消毒

法预防感染$而科赫主张用消毒剂消毒法%李斯特创立用石炭酸

溶液消毒手术器材&皮肤&空气和创口的防腐方法$被称为 ’防
腐外科之父(%)**+年纽伯受巴斯德工作影响将高压蒸汽消毒法

用于消毒手术室使用的器材$奠定了无菌外科%弗吕格 )*,-年证

实向创口讲话能造成创口感染%米库利兹.拉德凯在弗吕格的启

示下$倡议手术者戴口罩$减少外科手术的感染%沃森建议手术

者戴手套保护患者不被污染%霍尔斯特德 )**,年制造橡皮手套$
使无菌外科得到进一步发展#

!麻醉术"古代关于镇痛和麻醉的记述$都达不到手术麻醉的深度#
),世纪以来$手术治疗日益增多$对麻醉的要求迫切$但仍缺乏

安全有效的方法#化学的发展为麻醉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有利条

件#),世纪初人们逐步认识到氧化亚氮和乙醚麻醉的可能$美国

牙医韦尔斯最早用氧化亚氮麻醉拔牙%)*/0年莫顿在美国麻省医

院进行乙醚麻醉表演成功$轰动了世界$揭开了现代麻醉史的序

幕$结束了病人必须强忍剧痛接受手术的时代#被誉为 ’吸入麻

醉的创始人和倡导者(%苏格兰妇产科医师辛普森 )*-/年应用氯

仿进行无痛分娩$效果良好%)*-/年奥尔应用静脉注射水合氯醛

进行麻醉$成为静脉全身麻醉的开端%法国眼科医生科勒 )**/年

将可卡因滴入病人眼内$获得角膜和结膜完善的局部麻醉%)**1
年 外 科 学 家 霍 尔 斯 特 德 提 出 了 用 可 卡 因 进 行 神 经 润 阻 滞 麻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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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施莱斯用可卡因行皮下局部侵润麻醉%!"#"年比尔行蛛网

膜下腔阻滞麻醉&取得成功’!#世纪中叶以后&麻醉在临床上广

泛应用’

(妇科学)!#世纪以前&妇科属内科&与儿科关系密切’!"*#年

麦克道尔为一名患巨大卵巢肿瘤的患者进行剖腹手术&后人称其

为剖腹手术的创始人’!#世纪中叶&由于无菌术与麻醉术的发明&
妇科转为外科的一个分科&妇科医生采用手术方法治疗妇科疾病’
美国西姆斯成功地用手术治疗尿瘘症&并建立一所妇科医院&被

称为美国妇科之父’!#世纪中叶斯坎佐尼首次提出子宫颈癌的发

病诱因’!#世纪后期有效的避孕措施出现’

(产科学)!+,!"世纪是西方产科学的奠基时期’产科学开始从外

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了产科病院&各大学开始

建立产科教席’产钳的应用与推广&是 !"世纪产科技术的一大进

步’!+世纪早期&彼得-钱伯伦创制弯曲产钳%!"世纪法国的帕

尔法恩确立了产钳应用的原则&改进并推广产钳%!+./年杜悉将

产钳的把柄制成交叉式&随后&许多医学家改进产钳%!"++年塔

尼尔设计出弯曲轴牵引产钳&是近代产钳的雏形%产科医师莫里

肖 !00"年出版 1论孕妇与产妇之疾病2&对女性骨盆构造,不同

位置胎儿运动,怀孕子宫血液循环,乳汁的形成进行观察研究&第

一次描写了输卵管妊娠,新生儿窒息和流行性产褥热&提出了出

血和前置胎盘的处理方法%!"世纪法国医学校进行临床教学时&
借助木头模型进行示范&使学生获得一些实际操作知识%普佐首

先认识双手检查子宫的重要性%!+/.年斯梅利首次提出测量骨盆

对角径&鲍德洛奎建议测量骨盆的骶耻外径%意大利于 !+0*年在

$.$. 思 想 与 学 术



佛罗伦萨建立第一个产科教席!"#世纪产科学的迅速发展$归功

于消毒法%麻醉术%抗菌法和无菌法的发明!产褥热的发病率大

大降低$运用了无痛分娩方法$剖腹产术得到不断提高!"#世纪

上半叶$逐渐认识到产前检查和孕期保健对孕妇和胎儿生命健康

和正常分娩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妊娠的生理病理研究以及对孕

妇和新生儿的处理方法也取得显著进展!

&儿科学’"#世纪儿科学发展迅速$营养不良%传染病等致婴儿死

亡的原因$得以控制!提倡了母乳喂养$试用各种代乳品!法国

比德特用科学方法研究婴儿喂养$并对婴儿胃肠疾病进行详细分

类(德国卡梅勒研究婴儿和儿童的代谢$提出儿童营养需要量按

体重计算的原则(德国布纳与鲁布纳一起研究正常与萎缩症小儿

的营养(法国布雷托诺发表关于白喉及伤寒的重要著作$指出伤

寒病变在小肠集合淋巴结$提出疾病的细菌特异性原理$第一个

成功地用气管切开治疗梗阻性喉炎(贝林证实注射过减毒白喉毒

素的动物$其血清可预防或治疗白喉(埃施赫利斯首先提出大肠

杆菌感染(梅丁指出脊髓灰质炎的流行性质$弗莱克斯纳分离出

病毒(克勒德首创用硝酸银滴眼预防新生儿淋球菌性结膜炎!"#
世纪医学家对儿科疾病现象的描述多于机理的阐述!在儿童心理

学研究方面也取得进展!

&耳鼻喉科学’"#世纪前后$耳鼻喉科从内%外科中分化出来$成

为独立的医学分科!"#世纪以前已对耳有初步的认识和临床方面

成果!对耳的解剖结构也有一些了解$施行了乳突凿开术和鼓膜

穿刺术!"#世纪后半叶由于声学物理学的创立$音叉试验成为临

床重要测听方法(对于鼓膜修补的治疗逐步深入(沃登发明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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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尔首次记载了耳源性眩晕!"#$%年赫尔姆霍茨对鼓膜和听骨

进行研究!戈尔齐提出半规管与身体平衡的关系&波立特著 ’耳
科手册()’耳科学史(!扁桃体切除术的方法和技术不断改进!"#*+
年声乐教师加西亚发明喉镜,以后斯托克等将喉镜检查用于临床!
"##"年西蒙和罗森巴克阐明双侧喉返神经麻痹与声带麻痹之间

的关系!"#$"年布劳斯首例喉头手术成功!"##+年由于可卡因麻

醉剂的发现,喉内手术疗法得以开展!"#$+年埃尔斯伯格第一个

作了喉癌手术&"%世纪下半叶,鼻科学发展起来&鼻镜和可卡因

麻醉法的发明,使鼻科学向前迈进了一步&"$世纪,已能做原始

的气管切开术,后经不断完善逐步用于临床&"#-*年布雷托诺首

次成功地施行气管切开术!气管插管术在临床上应用并取得成功&
-.世纪,耳鼻喉科继续发展&临床手术和基础理论进步很快,发

声重建和听力重建,组织)器官移植等均有一定的进展&

/皮肤病学0"#世纪,皮肤科学相应地发展起来,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特纳)阿斯特拉克)洛里和普伦克根据不同的方法,对皮

肤病进行分类&威兰根据普伦克的形态学分类和洛里的生理)病

理及病因学分类,加以综合,使每种皮肤病的病名)症状)原因

及其与其他组织和器官的关系更为明确,奠定了比较有条理的皮

肤病学基础&"%世纪欧洲皮肤病学出现学术研究中心和学派11
巴黎圣路易士中心和维也纳皮肤病学派&"%世纪由于显微镜改造

和玻片染色技术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许多细胞和微生物

得到识别&-.世纪早期,肖丁和霍夫曼找到梅毒的病源11苍白

螺旋体&"%.$年乏色曼发现梅毒患者血清华氏反应阳性&"%".年

艾利希发现 $.$,抑制了梅毒的广泛传播&-.世纪,皮肤病学获

得迅速的发展&著作林立&"%*+年罗斯曼出版 ’皮肤生理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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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贾勒主编的 #皮肤生理和病理生理!$对基础性研究有一定

推动作用"%&’(年戈德)史密斯主编的 #皮肤的生化和生理!等$
为今后皮肤科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眼科学+自然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眼科学的发展"克洛凯%’%’年

首先描述玻璃体管"鲍曼发展了眼的解剖学$尤其是在角膜和睫

状肌方面"%’,&年首先描述角膜前弹力层"唐德尔 %’-,年发表

#论屈光及调节异常!$首先分析各种类型的屈光不正"他指出远

视是近视的反面$与老视不同"老视是调节力减退引起$并提出

了测定调节的公式"格雷费将新的检查方法用于临床实践$第一

个记载了病变的视野"%’.-年提倡用颠茄碱治疗虹膜炎"%’./年

用虹膜切除术来治疗急性青光眼"%’-.年进行白内障线状摘除

术"唐德尔0鲍曼和格雷费是现代眼科学的先驱"韦伯 %’/-年提

出用毛果芸香碱治疗青光眼"赫希伯格 %’//年创办 #实用眼科文

摘!"科勒 %’’,年提出可卡因用于眼部麻醉"%’’’年希培耳开始

现代的角膜移植术"%&1.年希厄茨制成眼压计"历史上第一本眼

科杂志是由希姆利和施密特创办的#眼科文库!"%’1.年英国建成

第一家眼科医院22伦敦皇家眼科医院"格雷费%’-(年创立德国

眼科学会"纳普 %’-&年建立 #眼耳鼻喉科文献!杂志"他是美国

近代眼科学的创始人"

*口腔医学+古埃及纸草文中已记有用药物治疗牙痛和口臭"维萨

里的 #人体构造!记载了牙的解剖"%’世纪法国医生福查德$把

牙科学知识系统化$使牙科学成为独立学科"记述了对齿槽脓漏0
充填0矫正和修复技术"细菌的发现0消毒和麻醉法的应用$使

口腔科手术有了迅速发展"%’3’年弗拉格制作了拔牙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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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斯普 纳 用 砷 剂 失 活 牙 髓!"#$%年 墨 菲 应 用 银 汞 作 牙 齿 充 填!
"#&&年韦尔斯首先用笑气麻醉拔牙!"#&’年莫顿应用乙醚麻醉拔

牙!"#("年)制造了牙科升降椅!"#((年使用硬橡皮作假牙基托

镶牙!"#’&年首次使用脚踏牙钻!"##*年)金斯利发表 +口腔畸

形,!"##%年安格尔制作矫正器)开创 牙 列 正 畸 工 作!"##$年

米 勒 发 表 化 学 细 菌 学 说)阐 明 龋 齿 的 病 因原理)为牙病防治

奠定了理论基础!"#$-年巴尔第摩尔牙医学院成立)开始世界上

最早的近代牙医教育!"#$-年美国创刊+口腔医学杂志,)"#&*年

建立牙科医师会!"##-年在巴黎召开世界牙科医学会议)促进各

国口腔医学的发展!.*世纪口腔医学进一步发展!"-".年麦凯奇

发现氟化物防龋!牙科治疗手段增多!加强了对口腔保健工作!

/精神病学0"%1"#世纪时)人们开始认识精神病不是鬼神所致)
当时建立了一些专门收容精神病人的机构!精神病学的真正发展

在.*世纪以后!德国克雷丕林建立精神病的分类系统)使精神病

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弗洛伊德以其精神解剖学说2无意识1前

意 识和意识31本能学说 24性力5和 4情结531精神结构学说

2和我1自我和超我3建立精神分析学派)不仅对精神病学1心身

医学)而且对心理学以及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梅

耶为代表的精神生物学派)把病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理解)认

为精神病源于适应习惯遭到破坏的人格不平衡)治疗的目的在于

重建健康的适应习惯!巴甫洛夫学派以条件反射为中心的高级神

经活动学说)对精神病提出了生理学的解释!.*世纪 $*年代以

前)没有有效的精神病疗法!萨凯尔报道他应用胰岛素治疗精神

病有很好疗效以后)广被采用6冯7梅杜纳创用卡地阿唑挛疗法

治疗精神分裂症6格莱蒂和比尼"-$#年首次用电休克疗法治疗精

’$.$ 思 想 与 学 术



神病!"#$%年迪莱和丹尼克用氯丙嗪治疗躁狂病人获得成功!随

后发现利血平抗精神分裂症效用!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出现&使
精神疾病的治疗进入到化学治疗的新阶段!在社会心理紧张日益

加剧的现代社会&讨论心理与健康和疾病关系的学科’’医学心

理学(临床心理学(心身医学(行为医学等不断兴起和发展!

)护理学*"#世纪&护理学逐渐发展起来!南丁格尔是近代护理学

的奠基人!"+$,年英法等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开

始时&英军的医疗救护条件十分低劣&战地医院设备简陋不堪&伤

员死亡率高达-%.!南丁格尔率领,+名护士到达前线&立即发挥

了她的组织工作才干&重新组织医院&改善伤员的生活环境和营

养条件&建立手术室&添置药品&整顿化验室和厨房&提供最佳

的护理!经过她的努力&战地医院发生了巨大变化&伤员死亡率

从 -%.迅速下降至 %.!她的工作成绩&使护理工作的重要性为

人们所承认!护理工作从此受到社会重视&同时打破了旧的传统

观念&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为妇女开辟了一个新的职业!她首次

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致力于护士教育工作!此后&不

少医院相继设立了护士学校&培养了很多有专门技术的护士人才!
由于她的工作&护理学被确立为一门科学!她总结了护理工作的

原则(经验(规则和培训的方法等&为护理学趋于科学化做出了

贡献&为现代护理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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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及医学家

!医学史"研究医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世界

医学通史$国别医学通史$民族医学通史$比较医学史$学科医

学通史$疾病史$医学交流史$医学学术思想史$医事制度史$医

学教育史$医学家和医学文献等#按时代划分为古代医学史$中

世纪医学史和近代医学史等#医学史的研究意义在于%&’(揭示

医学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社会环境与医学发展的联

系)&+(了解医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研究历代医学家成长的

历史#

!小亚西亚医学" 小亚西亚 &包括苏美尔$亚述$巴比伦$古犹

太(文化发源很早-可追溯到公元前.///0前,///年#苏美尔人

创造了楔形文字-为亚述和巴比伦人袭用#’1世纪末发掘亚述王

的图书馆和巴比伦的殿宇旧址-发现大量刻着楔形文字的粘土板-
其中有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医书-记录大量药物名称-如%罂粟$薄

荷$芦荟$蓖麻子油#亚述人并在奴隶中大规模地施行阉割手术#
巴比伦人除内服药外-还外用软膏$擦剂和浴剂-采用按摩$灌

肠等方法#2汉谟拉比法典3记述了白内障和泪瘘管等手术-规定

了外科手术的医疗酬金和医疗过失的惩罚#亚述医学和巴比伦医

学受宗教影响很大-占星术支配着医学-认为大宇宙 &天体(与

小宇宙 &人体(息息相关-星辰的运行决定疾病的流行和预后#古

4+*+ 思 想 与 学 术



犹太人的医学受巴比伦和埃及医学影响!对疾病治疗除使用献牲

和祈祷等宗教手段外!还使用酒"油"软膏"硬膏"沐浴等疗法#
外科方面有阴茎包皮环切术"阉割术"骨折的包扎记载#公共卫

生方面$对传染病预防"性病的防治"取缔卖淫"皮肤卫生"沐

浴"衣食住"性生活有详细规定#

%古印度医学&印度医学有记载自吠陀时代 ’约前 ()**+前 ,**-#
梵 语 .吠陀/指求知或知识#吠陀是当时人的诗集!共有八种#
0阿输吠陀1是其中之一#讲述的是健康医疗或生命学等#书中将

医学分为 )种!以后印度医学家所编的医书!也大致以此 )科类

为基础#即拔除医方2利器医方2身病医方2息病医方2小儿方2
解毒剂论2长寿药科2强精药科#关于健康与疾病的三体液学说!
是 0阿输吠陀1的根本基础#指出气"胆"痰三种体液必须均衡

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后将三者称为原素#阿输吠陀派医生根据

上述理论采用食物药剂依照各个人的体质来调整紊乱的原素"身

体成分和排泄物#佛教时期 ’前 3世纪+3世纪-印度医学进入最

发达的时期!相继出现了妙闻氏"!罗迦氏和婆拜他#妙闻是印

度 外科学的鼻祖!著作收集在 0妙闻集1中!是印度 0阿输吠

陀1系医学中外科学的代表著2!罗迦是印度内科学奠基人#所

著 0!罗迦集1是印度 0阿输吠陀1系医学中内科学的代表著作#
其中介绍了身心锻炼术++瑜珈术2婆拜他著有 0八 支 集1和

0八心集1!被欧洲人称为印度的盖仑#

%古埃及医学&古埃及对医学贡献主要是纸草文和木乃伊#纸草文

是用埃及尼罗河岸的植物巴比卢斯做成的纸书写的文字#医学方

面的纸草文!反映古埃及早期以经验为主的医药阶段!夹杂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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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迷信色彩!史密斯纸草文约写于公元前 "#$$年%为现存最早的

医学纸草文%反映当时解剖&生理知识!埃伯斯纸草文约完成于

公元前"’世纪上半叶%内容以记载内科疾病为主%约"()个病例%
#))个处方%所列药物 )$$种!其他有关于处方的赫斯特纸草文*
关于产科和兽医的康纸草文以及内容多为主魔法咒文的伦敦纸草

文等!古埃及人把尸体制成木乃伊进行保存!木乃伊的制作技术%
公元前 "’世纪时已很完善的木乃伊制作说明当时已有丰富的解

剖学知识!然而%木乃伊的制作者是匠人不是医师%加之宗教束

缚%尸体不能用于医学研究%医师们的解剖知识仍很贫乏!

+古希腊医学,公元前 "-世纪到公元 "世纪的希腊医学!其特点

是汇集多民族和地区的医药经验和知识!从公元前 .世纪荷马的

史诗 /伊利昂纪0和 /奥得修纪0中可以了解当时部分的医药状

况!其时的医药是民间经验掺杂了迷信活动%认为许多神都有使

人生病和治病的力量%阿斯克雷庇亚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医神!公

元前 (世纪前半叶%希腊奴隶制进入鼎盛时期%希腊医学开始发

展成为一种科学!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同时又是医学家!毕达哥拉

斯及其门徒组成的学派提出生命由四元素 1土&气&水&火2组

成%这些元素的平衡就是健康的理论*阿尔克马翁最早从事动物

解剖%在羊身上发现了耳咽管!由于其对感觉生理&血管&胚胎

等方面进行的研究%传统上认为是生理学的奠基人!公元前 ’世

纪末%希腊涌现许多名医和学派%在争论中孕育科学医学思想!其

中科斯学派最有影响%代表人物是希波克拉底!著有 /希波克拉

底文集0!希氏学派的成就%标志着古希腊医学发展的高度%使医

学与宗教迷信脱离%并从阿斯克雷庇亚神僧侣们的手中解放出来%
成为一种科学技术!对西方古代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后世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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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为 !医学之父"#

$古罗马医学%约公元前 &’(年)罗马人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建立

了共和国#在医学上)古罗马人继承并发展了伊达拉里亚人的类

似古希腊的宗教性医疗活动#公元前 *世纪)古罗马出现了职业

医生#公元前 +世纪起)由于军队扩充和流行病的蔓延)医生需

要增加#罗马帝国建立时)已是名医辈出)学派兴起)军医和公

共卫生,医学教育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如-.’/赛尔萨斯汇集

多方知识)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其医学部分收录有大量古代已

佚的医学著述#是继 0希波克拉底文集1之后)最有影响的古典

拉丁文医籍2.3/罗马除希腊的独断学派,经验主义学派外)又

出现法规学派,灵气学派,折衷学派等流派2.+/以盖仑为代表

的名医继承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对

解剖学,生理学作出了贡献2.*/在伊达拉里亚人抵御瘴气的卫

生工程基础上)专门修建水利工程)便于城内沼泽排水)并修建

导水管向罗马供水)修建公共浴池和厕所)改善罗马人的公共卫

生条件#

$阿拉伯医学%中世纪时伊斯兰地区用阿拉伯文所汇集的医学#来

源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叙利亚,中国,印度等民族的医学#阿

拉伯医学约出现和发展于公元 45’+世纪)继承,发扬了古希腊

以来的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伊斯兰教兴起前)以

游牧为主的阿拉伯人医药贫乏#433年穆罕默德创伊斯兰教)继之

神权时期开始)通过向外征伐和商业等活动)阿拉伯人开始吸收

外族的先进医药#在阿拉伯医学兴盛期)阿拉伯分裂为东哈里发

.6&(5’3&7/和西哈里发 .6&45’’*7/两个王朝#东哈里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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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繁荣!超过古罗马"亚历山大利亚#特别是八"九世纪!阿

拉伯商人的商业活动!使各国的医药不同程度传入阿拉伯!成为

阿拉伯医学发展和兴盛的基础#此时!名医无数!著述颇多#阿

里$勃$拉班编著的 %智慧的天堂&!内容丰富!包罗面广#阿尔

$拉兹以累赛斯之名著称!是此时期最有影响的医学家!在儿科

方面贡献突出!被称为 ’儿科之父(#阿维森纳又称伊本$辛纳!
是阿拉伯国家乃至欧亚两洲具有影响的医学家!著有 %医典&!是

当时医学的总结性著述#与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罗马的盖仑称为

古典医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西哈里发时期也涌现出一批著名医

学家#卡赛姆为其代表!是阿拉伯最杰出的外科学家!所著 %方
法&是论述内"外科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世纪!伊斯兰国盛

行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关系密切#阿拉伯医学使用约 ,--种新

药!如.番泻叶"乳香"没药"丁香"大黄等/使用多种制剂!如.
硫酸"酒精#许多名医都有关于药学方面的著述!创用多种化学

制剂!如.糖浆"乳"剂"软膏"擦剂#阿拉伯医学最突出的成

就是建设医院#0-0年出现最早的医院!成为其后欧洲医院和临床

教学的样板#

1文艺复兴时期医学2首先由人体解剖学开始发展起来!对盖仑"
阿维森纳等权威的错误提出批评#维萨里 3456年发表划时代的

%人体构造&!这是真正人体解剖学的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生理学

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血液循环方面#塞尔维特提出肺循环学说!为

哈维真正发现血液循环奠定了基础#医生面向病人!开始寻求疾

病的本质!进入临床医学#代表人物为蒙塔奴#文艺复兴时期外

科逐渐发展#法国理发师医生"军医巴累在长期军医实践中!总

结不少外科经验!改革了赤热铁器烧灼的传统外伤治疗方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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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创伤后出血不用烧灼法而用结扎法!"#$#年出版 %巴累全集&’
对"()"$世纪外科学产生积极影响!这时期对传染病起源的见解’
有明显进步!意大利医生伏拉卡斯托罗 "#*(年发表 %论传染)传

染病及其治疗&一书’指出传染的原因是由一种物质引起的!传

染病的传播方式为三类+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及远距离传染’并

对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提出合理学说!

,"$世纪医学-"$世纪出现了物理医学派)化学医学派和活力论

学派!物理医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波累利)贝利尼和巴利维等’用

机械力学原理解释生理病理现象.化学医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范/
海尔蒙特)希尔维厄斯等’应用化学知识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

象.活力论学派以斯塔尔)霍夫曼为代表’认为生命活动不遵循

物理化学原理’由超自然的活力支配!人体解剖学在文艺复兴时

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正常人体结构有了认识并对脏器

的异常变化与疾病及其症状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产生病理解剖

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散克托留斯应用定

量实验方法研究人体的体温)脉搏以及体重的动态变化.哈维计

算心脏每次搏动及每分钟排出的血液量’推论动物的血液必须循

环不息’从而确立了血液循环学说!恩格斯对哈维的发现给予高

度评价+0哈维由于发现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确立为科学1!显微

镜的发明和应用’使人们能深入到物体的微细结构’进而出现组

织学)胚胎学及微生物学等一系列学科!柯切尔和列文虎克最早

发现微生物!胡克最早观察到细胞’首先将其命名为 023441!马尔

比基首次观察到动静脉毛细血管的吻合’描述了脑)肺)脾)肾)
淋巴结的微细结构!"$世纪临床医学进展缓慢!西顿哈姆率先号

召医生回到病房中来’强调医生必须进行临床实践’并通过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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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概括了各种疾病病史!症状及病理过程"确立了疾病的本体

观念#这一时期的成就"为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世纪医学’%&世纪"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等获得进一步

发展#病理学取得巨大进展#意大利莫干尼发表 (论疾病的位置

与病因)"对各种疾病的相关器官的病理变化进行真实的描述"确

立了器官病理学#此后"医生诊治病人时"开始寻求 *病灶+,法

国的比沙把人体物质分为-%种组织"揭示疾病的位置在组织的道

理"确立了组织病理学#%&世纪是病理学奠基时期#临床医学有

了进步#布尔哈夫继承了希波克拉底与西顿哈姆的临床医学传统"
重视临床实践"认为医生的首要任务是治疗病人#改革了临床教

学法"面向病人进行教学"提高临床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临床

医师"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在诊断学方面"临床医师奥恩布

鲁格发明叩诊法"%./%年发表 (用叩诊人体胸廓发现胸腔内部疾

病的新方法),%&世纪"外科医师脱离理发师的行业"摆脱了低微

的社会地位,产科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各大学纷纷设立产科学教

席"各地建立产科病院#产钳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成为产科常用

的器械,%&世纪"物理光学和眼的解剖生理学发展"促进了眼科

学的进步#道尔顿作了关于色盲的报道 0%.123"托马斯4杨提出

视觉三色学说#%.56年戴维尔进行白内障摘出术,%&世纪卫生学

和预防医学受到重视,职业病成为医学新课题#拉马齐尼通过调

查和长期观察研究"出版 (论手工业者的疾病)"介绍了 56余种

不同的职业病及其防治方法#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城市人口不

断增长"为掌握人口出生!死亡!婚姻等有关数字的需要"诞生

了人口统计学#预防医学最早在军队中开展"英国的普林格尔拟

定军营卫生的若干重要规则#在瑞士杜南的倡议下成立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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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林德对预防航海和监狱传染病及坏血病提出措施!不久!人

们开始关注城市卫生!制定城市卫生法"珀西瓦尔试图通过立法

改善纺织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费里尔设立热病病房!英国医

生琴纳对预防医学的贡献是发明牛痘接种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掌握确实有效的预防烈性传染病的方法"$%世纪的欧洲医学!为

$&世纪医学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世纪医学($&世纪!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卫生学等方

面均取得巨大成果!临床医学也有显著的进展"人们应用物理#化

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创立了实验生理

学"柏尔和马根迪的实验证明脊髓的前根是运动性的#后根是感

觉的)穆勒通过实验方法证实柏尔和马根迪的理论!研究了人和

动物的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发音和语言器官的构造和功能!探

究神经系统的发育!发现各种腺体构造上的统一性)开始研究生

理化学"伯尔纳创立联合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的实验医学!认

为生理学是生命现象的基础!也是临床医学的基础!治疗应根据

疾病的本质和药物的特性!未来医生既是临床医生!又是实验家)
路德维希以滤过和重吸收解释尿的形成)$%*+年普劳特证明胃内

游离酸是消化所必需的物质"博蒙特揭示胃液的消化功能)杜布

瓦,雷蒙证明了肌肉收缩和神经兴奋均产生生物电!$%-.年赫尔

姆霍茨测定了神经传导速度!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创立神经生理

学!探讨神经系统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巴甫洛夫的条

件反射学说和第一#第二信号系统概念开辟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

研究的新领域)$&世纪!通过实验生理方法对药物作用部位进行

研究!确定一些药物对机体的作用部位!对药物作用机制有了进

一步认识)$&世纪中叶!微生物学成为科学"巴斯德确定了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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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传染和发酵的作用!奠定微生物学基础"科赫发明微生物的

染色法!改进细菌培养法"#$世纪微生物学的建立!对于传染病

学%外科学起了促进作用&巴斯德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学方法获

得减毒疫苗!创立免疫学"梅契尼科夫发现白细胞吞噬现象!确

立细胞免疫学"艾利希 #’$(年提出体液免疫理论!使人们了解到

人体存在两种免疫系统!对机体免疫机制有了全面认识&#$世纪!
病理学进一步发展"人们从细胞水平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微尔

啸#’)’年发表 *细胞病理学+!奠定了细胞病理学基础&#$世纪!
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紧密联系起来"雷奈克发明听诊法&#$世纪

中叶!内窥镜发明!提高了诊断水平&#$世纪末!,射线应用于

诊断和治疗&分析化学和合成化学的发展!促进了药物疗法的进

展&氧化亚氮%乙醚等麻醉药的发现!使外科手术在无痛情况下

进行&外科学取得飞跃性发展"李斯特建立的外科防腐法!大大

降低创伤及术后并发症"#’’-年纽伯应用高压蒸汽消毒法!奠定

了无菌外科的概念"#$世纪!麻醉术%消毒法的发明和推广使外

科手术发展起来&卫生学成为科学"#$世纪是近代医学史上的一

个重要时期"

./-世纪医学0医学科学和医学实践在/-世纪得到迅速巨大的发

展"抗生素的发现!使大多数传染病和感染得到有效的治疗&免

疫学进一步发展!对机体免疫机制的认识趋于完善"现代免疫学

发展为包括免疫化学%免疫生物学%免疫遗传学%免疫病理学%分

子免疫学等多分支学科的独立领域&开始重视营养!出现营养学!
相继发现人体的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维生素接连发现&认
识到微量元素的重要作用&内分泌学取得进展"通过对内分泌腺

及其分泌物 1激素2的研究!认识 1体液调节2"人们能提取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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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成多种激素!并用于临床治疗"血型的发现和抗凝剂的使用!
促进外科治疗的发展"神经外科#心脏外科#显微外科等相继出

现$%&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进入医学领域!医学#生物学#电

子学#化学#数学#力学等融为一体!出现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崭

新领域$突出表现在各种人造器官的产生"医学的诊断技术日趋

完善!敏感的化验诊断方法和精确的影像诊断方面的发展尤为突

出"发现了较为有效的精神病疗法"医学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心

身医学#行为医学兴起和发展$’&世纪医学的特点表现在向微观

和宏观发展!技术方法向微量#快速#轻便#自动等特性发展$医

学的社会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协作#国际化的倾向日益明显$’&
世纪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爱

滋病等!需要努力突破$

(四体液学说)希氏学派提出四体液病理学说!认为有机生命决定

于血#痰#黄胆#黑胆四种液体的平衡状态$四种体液的冷#热#
干#湿程度各有不同!并随季节变化!其组成适当即可保持健康!
失当就会导致疾病$认为四体液在身体内的分布与配合决定人的

体质!从而把人的体质分为血**多血质型"痰 +粘液,**粘

液质型"黄疸 +多胆汁,**急躁型"黑胆 +多黑胆汁,**忧

郁型等四种$

(萨勒诺医学校)西方医学在公元 -*.&世纪是由僧侣们掌握的$
医学教育也在寺院中进行$公元 .&世纪以后!寺院之外的私立医

学校开始出现!最有名的是萨勒诺医学校!自 /世纪开始医学教

学活动!至..#.’世纪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医学教育中心$古希腊#
罗马等地的知识在此交汇!兼收并蓄$医学教育开始摆脱宗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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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束缚!学校重视教授实用知识!促进医学的自由研究!为大

学的兴办打下基础"

#中世纪流行病$欧洲中世纪疫病流行!以鼠疫%麻风和梅毒最为

猖獗"麻风最早见于埃及%犹太%腓尼基%罗马等地!&’(世纪

流行于中欧!)*世纪达到高峰"梅毒的流行源于巴塞罗那")+世

纪中叶流行的鼠疫!席卷欧洲!波及亚非!死亡无数"除传染病

外!还有过 ,圣安东尼之火-病%环血病和舞蹈病的大流行"对

于疫病流行的原因!人们最早认为是神罚或恶魔作崇!因而用献

牲%祈祷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办法消灾除病.盖仑之后直到中世纪!
医学家们一直信奉盖仑的教条!认为血液的腐败是疫病的唯一原

因"疫病的大流行!除医学不发达外!还有重要社会因素!如战

争%饥寒等"疫病大流行促进了医学家对其本质的探讨!加强了

防治疫病的研究!开始建立卫生法规!兴办医院%隔离所!成立

药房!取缔江湖医生!加强对妓女的管理!改善医学教育等!制

订防治疫病 的措施"

#海港检疫$源于意大利语/012134531!原意是 +6.转变为海港检

疫的含义是因为 )*((年为防止鼠疫的扩散而在意大利的拉格里

把来自黎巴嫩和埃及的船只隔离+6天的缘故"其后!检疫一词就

被用以表示对传染病人或可疑者及接触者进行隔离或限制其行

动!作为预防传染病所采取的措施!并一直沿用至今"

#)(世纪三个医学派$)(世纪出现了三个医学派7物理医学派%化

学医学派和活力论学派"物理医学派代表人物有波累利%贝利尼

和巴利维等人!用机械力学原理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波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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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 !动物运动论"#用数学和机械学原理说明了动物的运动#认

为人体的生理活动均可以用机械定律说明#如胃肠的消化是机械

性的磨碎$呼吸是肋间肌和隔肌的运动$心跳是唧筒等%化学医

学派代表人物有范&海尔蒙特’希尔维厄斯’威廉斯’梅犹等人#
应用化学知识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海尔蒙特和希尔维厄斯

认为生命活动是发酵过程%威廉斯推广了发酵的概念#把一切有

机过程及体内的新陈代谢归于发酵作用%()世纪前#化学医学派

是一个极有影响的学派#但是#*发酵+概念十分模糊#用来解释

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不可能成功%物理医学派与化学医学派对

生命活动的认识#虽有分歧#但都采用观察实验和定量分析方法#
促进了医学的发展%活力论学派以斯塔尔’霍夫曼为代表%主张

生命活动不是遵循物理化学原理#人体内存在非物质的’超自然

的灵魂或活力#是支配人体一切活动的源泉的观点#阻碍了医学

的发展%

,临床教学的开始-(.世纪以前#医学教育奉经典为教条#临床教

学不接触病 人#课堂上教师口述#学生背诵经典的方法#影响了

医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重视临床实践#提出面向病人

进行教学%(/世纪蒙塔奴首先恢复临床教学#认为医学的源泉是

在病人%以后临床教学不断受到重视%真正确定临床教学法确定

并使之发展的是()世纪的布尔哈夫#杰出的临床医学家’出色的

演说家和优秀教师#声誉遍及整个欧洲%重视临床实践#号召医

生回到病人床边#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认为医生的首要任

务是研究病人#理论应为医疗实践服务%布尔哈夫在临床教学法

的改革#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欧洲医学

教学树立典范#被尊为近代临床教学的先驱%后来#斯维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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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善了布尔哈夫的教学法!

"妙闻#约生于公元前 $世纪%印度外科学的鼻祖!&妙闻’是中

国古代译名!著作收集在 (妙闻集)中%是印度 (阿输吠陀)系

医学外科的代表著作!共分六篇*+,章%即通论-,章.解剖*/章.
病理 *,章.药学 +章.治疗法 -/章及全身外科 ,,章!

"!罗迦#约生于公元 *世纪!印度著名的医学家%印度内科学的

奠基人!所著 (!罗迦集)是印度 (阿输吠陀)系医学中内科学

的代表著!共计 +篇0**1章%包括通论 2/章.解剖 +章.生理

+章.病理 +章.药物 *3章.治疗术 2/章.论感觉 **章.洁治

法 *3章%其中介绍了一种身心锻炼术44瑜珈术!

"婆拜他#生活于约公元 $0,世纪的印度!与妙闻0!罗迦同为

印度的三大名医!著有 (八支集)和 (八心集)!被欧洲人称为印

度的 &盖仑’!(八支集)又称 (八科提要)%八科即内科0大外科0
小外科0精神病科0小儿科0毒物学0长寿学和医学!(八心集)
又称 (八科精华)%以诗歌形式编著!

"希波克拉底#希腊名医%约生于公元前 -,/年!与其门徒形当成

时有名的科斯学派!与其学派的著述被汇集成 (希波克拉底文

集)%是西方古代医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述!科斯学派的重要功绩

在于使医学与宗教魔术脱离%并使医学从阿斯克雷庇亚神庙的僧

侣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科学技术!希氏学派提出四体液病理

学说%认为有机生命决定于血0痰0黄胆0黑胆四种液体的平衡

状态!重视医德%著有 (希波克拉底誓言)!

/$32 思 想 与 学 术



!塞尔萨斯"生活于公元前 #世纪到公元 #世纪的罗马百科全书

家$收集多方面的知识%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内容涉及农业&军

事&哲学&法律&修辞和医学%除医学外均散失$其医学部分经

过#’个世纪后在佛罗伦萨出版%成为欧洲第一部印刷出版的医学

著述%题名为 (论医学)$是继 (希波克拉底文集)之后最有影响

的古典拉丁文医籍$引论中记述了希腊自荷马时期以后的医学发

展情况&学派和 *+多名医生的名字$

!盖仑",约 #-+./++0 古希腊.罗马时期著名医生%具有医疗&
哲学&逻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重视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做了

大量动物解剖实验%开创了实验生理学和解剖学%认为解剖学是

医学的基础$由于解剖人体被禁止其解剖知识大多源于动物$在

临床方面%极其重视应用各种有效药物%制定了大量复方%被称

为 1盖仑制剂2$著作多%范围广泛$有 (论解剖操作)&(论医学

经验)$

!累塞斯",约 345.6/50 阿拉伯医学家阿尔7拉兹%在欧洲以

累塞斯之名著称$学识渊博%著述多至 /-*卷%涉及天文&哲学&
数学&炼金术等%约一半是医学内容$名著 (医学纲要)是一部

百科全书式著作$其 (儿童疾病)一书%使后世尊其为 1儿科之

父2$在 (论天花和麻疹)一书中%关于天花和麻疹的记述和鉴别

有特殊意义$

!阿维森纳",63+.#+-*0 阿拉伯医学家$巨著 (医典)%既有

理论%又有大量临床论述%内容丰富%是当时医学的总结性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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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罗马的盖仑一起"堪称古典医学史上的三

座里程碑#在著述中"反映出阿拉伯医学和中国医学互为影响的

线索#阿维森纳还是哲学家!诗人和政治家#

$维萨里%&’(’)*’(+), ’+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人体解剖学

的奠基者"现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生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

身 于医生家庭#根据多年的观察于 ’(-.年出版了 /解剖记录0"
’()’年参与翻译盖仑的著作"发现了盖仑的许多错误"’()-年发

表的划时代的 /人体构造0"是真正人体解剖学的开始#/人体构

造0一书"驳正盖仑的错误约122余处"给予人们全新的知识#认

为医生必须要有解剖学知识并亲手解剖尸体"才能得到正确知识#

$巴累%&’(’2*’(32, ’+世纪法国外科医师#生于法国马耶纳

州的拉伐尔#重视观察与经验"不盲从书本和权威"对患者有强

烈责任心#深信人体的自然痊愈力著名格言为45我为之敷裹"上

帝施汝愈6#在医学上的贡献有改革铳创疗法!推 广血管结扎法和

胎儿回转术"倡议使用假肢和义眼#’(7(年出版 /巴累全集0"是

一册 3)(页的巨著"汇集巴累一生的科学成果#

$伏拉卡斯托罗%&’).-*’((-, ’+世纪意大利医学家#生于维

罗纳#多次亲历传染病的大流行"对传染病有深刻的认识#’()+
年发表 /论传染!传染病及其治疗0一书#分为 -篇4第一篇论

述传染病的原因与原理8第二篇各论描述麻疹!天花!梅毒等病8
第三篇介绍传染病的治疗及预防方法#提出传染病-类传播方式4
直接接触8间接接触8远距离传染#指出传染的原因是由一种物

质引起的"并对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提出了合理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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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 $&世纪生理学家+生于英国肯特郡福克

斯敦+发现血液循环+$),’年将多年对’-余种动物实验研究成果

写成 .心血液运动论/+计算了心脏每次搏动及每分钟排出的血流

量0认为血液循环不息0确立了血液循环学说+又是近代胚胎学

的奠基人之一+对动物在子宫内的发育进行了研究+$)%$年发表

.论动物的生殖/+

!列文虎克"#$)1,($&,1* 微生物学家+最早的显微镜制造家+
生于荷兰的德耳夫特+制作的显微镜能放大 &-倍0并通过显微下

观察0最早发现原虫和细菌0并第一个报道在鲑鱼血液中看到红

细胞和细胞核+列文虎克把医学生哈姆发现的精子向伦敦皇家学

会报告 #$)&&*0以后又报道鸡2青蛙等各种动物的精虫0并对人

体内横纹肌2血管2牙齿2眼球水晶体皮肤2骨骼的显微结构进

行了研究+

!西顿哈姆"#$),3($)’4* $&世纪英国临床医学家+生于英国

的温福德5伊格尔+主要功绩是恢复希波克拉底的传统0号召医

生回到病房中来0强调医生必须进行临床实践+反对盲从经典+通

过临床观察概括各种疾病的病史2典型症状及其病理过程0将疾

病分为 1类6按疾病本质分为物质性与动力性疾病7按疾病反应

分为急性与慢性7按流行特征分为散发性与泛发性+治疗上主张

养生0提倡体育疗法+主要著作有 .热病治疗法/2.痛风与浮肿

论文集/等+为近代临床医学创始人之一0被尊为英国的希波克

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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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尼"#$%&’($))$* $’世纪意大利医学家+近代病理解剖

学的奠基者,从解剖尸体发现的异常病理变化联想到必然与疾病

以及病人的症状有关+试图通过尸体解剖来探求各种疾病的原因

及其器官上的病理变化,经过多年研究+$)%$年发表 -论疾病的

位置与病因.,记载 %/0具尸体解剖报告+对这些病例的生活史1
病史1最后致死的疾病以及与死亡有关的情节+作了详细记录+并

描写了尸体解剖器官的状况+从器官解剖上的变化推断疾病的性

质和症状发生的原因,其工作促使病理解剖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医学史尊他为 2病理学之父3,

!布尔哈夫"#$%%’($)4’* $’世纪荷兰临床医学家,生于莱顿

附近的伏尔渥特,继承了西顿哈姆的理论+十分重视临床实践+号

召医生回到病人的床边,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认为医生首

要任务是研究病人+理论应服务于医疗实践,其临床教学改革+推

动 了临床医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主要著作有 -医学法

典.和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箴言.,

!琴纳"#$)/5($’&4* $’世纪英国乡村医师+牛痘发明者,生

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伯克利村,从中国人痘接种法中得到启发+经
过 &0余年的研究+发明牛痘接种法,$)5%年 6月 $/日首次在人

身上进行牛痘接种试验并获得成功,从此+人们将这一天定为第

一次接种牛痘的纪念日,牛痘接种法明显降低了天花的发病率+成
为安全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是免疫学史上的一项创举,

!巴斯德"#$’&&($’56* $’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生

于法国汝拉省的多尔,巴斯德对发酵及酒类变质进行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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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微生物的作用!并提出加温灭菌的防腐方法!为近代消毒防

腐提供科学依据!奠定微生物学基础"#$%$年巴斯德提出传染病

的细菌病原说&#$$#年利用高温培养获得炭疽杆菌减毒株!制成

炭疽菌苗&其后又用总体内连续传代方法获得狂犬病毒株!制成

狂犬疫苗"减毒疫苗的发明!为实验免疫学建立了基础"

’科赫()#$*+,#-#./ 德国细菌学家!细菌学的奠基人"因发

现结核菌和结核菌素!获 #-.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生于汉

诺威州克劳斯塔尔"创立了细菌学研究的许多基本原则和技术"提
出了判断某种微生物是否为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的 1科赫原则2&建

立悬滴标本检查法3组织切片染色法3显微镜摄影等技术&发明

固体培养基!建立细菌纯培养法&#$%4年分离出炭疽杆菌&#$$5
年发表确定结核菌为结核病病原体的报道&#$$+年发现霍乱弧

菌!找到霍乱交叉感染的途径3隐患和有效的控制方法"主要著

作有 6炭疽病病原学736论炭疽杆菌发育史736创伤感染的病原

学736论结核病7"

’梅契尼科夫()#$*0,#-#4/ 俄国生物学家3病理学家3免疫

学家和细菌学家!进化胚胎学奠基者之一"因发现白细胞吞噬现

象!于 #-.$年与艾利希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代表著作有

6炎症比较病理学讲义736关于传染病免疫问题的现状7"

’李斯特()#$5%,#-#5/ 英国外科医师和外科防腐法的创立者

之一"生于阿波顿"#$40年首次用石炭酸溶液消毒复杂性骨折患

者的创口表面!并用稀释液洗手3消毒器械3纱布和喷洒手术室!
获得满意效果"创立外科防腐法!建立无菌手术"代表作有 6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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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复杂性骨折的新方法!和 "论外科临床中的防腐原则!#

$南丁格尔%&’()*+’,’*- 英国人.近代护理学奠基人#生于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率领护士到前线的战地

医院.努力救治护理病人.工作成绩卓越#护理工作重要性为人

们承认.护理工作受到社会重视.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为妇女开

辟了一个新的职业#创办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
由于她的工作.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著有 "护士记录!/"医院

记录!#逝世后.人们将其出生日 &0月 ’)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以示纪念#

$弗莱明%&’((’+’,00- 英国细菌学家#因发现青霉素于 ’,10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生于苏格兰#’,)(年发现青霉素#代

表著作有 "溶菌酶!/"青霉素!#

$弗洛伊德%&’(02+’,3,- 生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摩拉维亚#以

其精神解剖学说/本能学说和精神结构学说建立精神分析学派.不
仅对精神病学/心身医学.而且对心理学以至整个西方文化产生

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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