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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学习指导与习题集是在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教材建设指导委员
会组织下，在2005年第1版出版后，经过3年的教学使用，在广泛征求使用学校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
订而成。
　　本学习指导与习题集以第2版新教材为基础，以中医学类各专业《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计划和
教学大纲为依据，同时与国家中医执业助理医师和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大纲要求及题型衔接，由第2版
新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编委执笔编撰。
　　编写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和帮助学生学习。
根据目前国家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大纲的要求，确定31个病证为高职高专学习的重点病证（详见教
材中的教学大纲）。
在本次修订中，考虑到学生今后要参加中医执业医师考试，故除教学大纲中的31个重点病证外，又增
加了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大纲要求的另外14个病证（教材中除遗精外），共45个病证。
在本次修订时，对45个病证均增加了新内容（包括学习重点、难点解析与学法指导），并对原习题进
行了修改，使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本书在帮助学生学习、复习和自测，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运用，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
目的和要求方面有很大裨益；同时，通过解题实践，可使学生熟悉和适应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考试、中
医执业医师考试及其他各类相关考试；并为各校建立考试题库，实施教考分离，进行考试改革，实施
微机无纸化考试奠定基础。
　　学习重点、难点解析与学法指导的内容，主要根据学科自身特点进行设计和编排，与教学大纲联
系紧密却又有区别。
难点不一定是重点，重点不一定是难点，目的是通过该部分内容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
　　每个病证均有习题，习题中的选择题是国际通用的考试题型，通过设置似是而非的干扰答案，具
有信息量大，有利于考察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成绩评定客观等优点，已被当
今各类考试所广泛采用，也被国家执业助理医师及执业医师准入资格考试笔试采用，也是本书习题部
分的主要内容。
　　但单一的选择题对诸如中医名词术语概念的理解记忆，对临床病例的综合分析应用，对基本理论
知识的记忆、理解和运用等，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因此，根据本学科特点，还设有名词解释、填空题、是非判断题、简答题、病案分析题等传统题型，
以弥补选择题型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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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学习指导与习题集以第2版新教材为基础，以中医学类各专业《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计划和
教学大纲为依据，同时与国家中医执业助理医师和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大纲要求及题型衔接，由第2版
新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编委执笔编撰。
　　《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配套教材：中医内科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2版）》旨在指导和帮助学
生学习，全书根据目前国家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大纲的要求，确定31个病证为高职高专学习的重点
病证（详见教材中的教学大纲）；书中学习重点、难点解析与学法指导的内容，主要根据学科自身特
点进行设计和编排，与教学大纲联系紧密却又有区别；每个病证均有习题，习题中的选择题是国际通
用的考试题型，通过设置似是而非的干扰答案，具是《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配套教材：中医内科学学
习指导与习题集（第2版）》习题部分的主要内容；习题的内容覆盖了教材内容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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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中医内科学的定义、性质及范围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阐述内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
治规律，并采用中药治疗为主的一门临床学科。
中医内科学既是一门独立的临床学科，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其他临床学科的基础。
中医内科范围很广，可分为外感病和内伤杂病两大类。
　　2.《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内科学的贡献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简
称《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成为中医内科学术理论发展的渊源。
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建立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和
脏腑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为中医内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特点刘完素倡火热而主寒凉；张从正治病力主攻邪，善用汗、吐、下三
法；李东垣论内伤而重脾胃，首创脾胃内伤学说；朱丹溪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而主张滋
阴降火为常。
　　4.温病学家对中医内科学的贡献清代叶天士著《温热论》，首创卫气营血辨证，成为后世诊治温
病的准绳；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对湿热病证治的发挥，充实了温病学说的内容；吴鞠通的《温病条
辨》，创立三焦辨证，完善了内科热病学术体系，丰富了温病辨证论治的内容；王孟英的《温热经纬
》是对温病学说的总结和普及，也是集温病诸家之大成。
至此，温病学说已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使中医内科学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更全面、完善，弥补了
伤寒六经辨证对外感热病详于寒而略于温的不足，形成了一个与伤寒不同的外感热病体系。
温病学说使中医内科学理论体系更臻成熟与完备，成为中医内科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中医内科疾病的命名方法主要有以下10种命名方法：一是根据病因命名，如伤风、虫证等；二
是根据主要症状命名，如咳嗽、呕吐、泄泻、便秘、眩晕、不寐、遗精、失音等；三是以特殊临床表
现命名，如消渴、哮证、癫狂等；四是以临床主要特征命名，如黄疸、水肿、鼓胀、积聚等；五是以
病机命名，如饮证、厥证、郁证等；六是以病位结合病机命名，如肺痈、肺痿、胸痹等；七是以病位
结合主症命名，如胃痛、胁痛、腰痛、心悸等；八是以病因与病机结合命名，如痰饮、瘀血等；九是
以疾病的传变性命名，如疫痢、传尸痨等；十是综合病证命名，如虚劳、中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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