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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状。《难经》作者可能因此称为“散膏”。由于脾 

肿大，脾门处附生的脂肪也多。“散膏”不是胰腺， 

《难经》中的“脾”仅指人体的脾脏，不包括胰腺。 

综上所述，自《内经》以来，中国古代医家的主 

流对“脾”的认识，来自于古人解剖尸体所见，其形 

态、大小、颜色、重量与现代解剖学的脾脏基本吻合。 

本文考查了上自秦汉下至明清的重要医籍，摘录了 

能明确表明“脾”的解剖部位和器官形态的有关论 

述，并附上部分解剖图谱，旨在证明中国古代医学对 

于“脾”的认识是通过尸体解剖取得的，中医理论中 

的“脾”是有其解剖实质的脏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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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 

科技部重点项目“中医药基础学科名词术语规范研究"2013年度 

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 

2013年 1月 18日，在北京安徽大厦 5楼会议室，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召开科技部重点项 目 

“中医药基础学科名词术语规范研究”201 3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为：各工作组名 

词规范及考证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工作在执行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分析与讨论；考证工作的培训；工作经 

验的分享与介绍。 

上午，组内成员根据各自的具体分工，做了前期工作情况的汇报，主要从名词规范情况和考证工作两大 

部分展开进行。项目组工作范围所涉及到的学科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医史文献、中医诊断学、中药学、 

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针灸学、温病学、中医骨科、中医眼科、中医耳鼻喉科、中 

医皮肤科、中医肛肠科。下午进行了组内人员培训。 

名词规范及考证工作是中医药学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中医药名词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医中文献研 

究所的一项传统科研项目，工作基础良好。以往此类研究的一大特点是，重规范而轻考证。项目组此次将名 

词考证列为工作重点，力求在这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创新。通过此次培训工作，希望每位作者能够切实从样稿 

的写作人手，逐步掌握考证类医史文章的写作手法。由于本项 目成员队伍的年轻化，在工作展开的同时，项 

目组还肩负着培养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学术成长的使命。通过此次培训，希望每位成员在工作实践的过程中， 

都能有所收获，各展所长。 

(高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