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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丛书依据最新的《医师资格考试大纲》编写．以高频考点为纲建立体系覆盖教材内容，能
加快提升复习效率。
适用于第二轮和第三轮复习。

　　本丛书面市后陆续收到考生的宝贵建议，我们在2010年版的基础上，对第1版中存在的某些疏漏和
差错做了更正和全面修订，希望此修订版以更高的质量和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考生面前。

　　本书每章的具体体例为：
　　每章第一单元为历年考情分析。
从表格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各章历年每个考点的出题情况及出题规律。
这些便于考生在第一轮复习完教材后，有针对性地进入第二轮复习。

　　第二单元为高频考点。
这些最基础的高频考点，只占全部考点的30％-50％，而考试中所占的分值却高达7。
％左右，足见掌握这些高频考点对取得高分的重要意义!这些高频考点可以直接背诵，即通过谐音、图
表、符号、生活逻辑等内容结合起来，调动起我们感官的强大功能，把枯燥无味的内容变得鲜活生动
，以达到无法轻易忘怀的记忆效果；另外对病症,病因还可以通过理解记忆，每个考点都是和整个知识
体系紧密相连的，这样还能达到“以点带面”的复习效果。
根据遗忘规律，人们对所学知识的遗忘是先快后慢，先多后少。
是否能及时复习对巩固所学知识能起到“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的效果。
对一些非常规的考点我们也用了少量的篇幅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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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中医基础理论
　第一章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二章　阴阳学说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三章　五行学说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四章　五脏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五章　六腑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六章　气、血、津液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七章经络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八章　病因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九章发病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十章病机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十一章　防治原则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二篇中医诊断学
　第一章　问诊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二章　望诊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三章　望舌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四章　闻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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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五章脉诊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六章按诊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第七章　八纲辨证
　　第一单元　历年考情分析
　　第二单元　高频考点
　⋯⋯
第三篇　中药学
第四篇　方剂学
第五篇　针灸学
第六篇　中医内科学
第七篇　中医外科学
第八篇　中医妇科学
第九篇　中医儿科学
第十篇　诊断学基础
第十一篇　传染病学
第十二篇　内科学
第十三篇　医学伦理学
第十四篇　卫生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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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析：本题考点为阴阳的互根互用。
阴阳的互根互用即阴阳双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都以对立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
前提和条件，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同时双方具有相互资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
同理“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损及阴”、“阴损
及阳”等也是对阴阳互根互用的表达。
故B正确。
　　【高频考点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1.在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方面的应用中医学中，
根据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内部充满着阴阳对立关系：背为阳，腹为
阴；心为阳中之阳，肺为阳中之阴，肝为阴中之阳，肾为阴中之阴，脾为阴中之至阴；五脏阴，六腑
阳；督脉行于背，总督阳经，为“阳经之海”，任脉行于腹，充养阴经，为“阴脉之海”。
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阴阳平衡的结果，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2.在病理方面的应用疾病的发生及其病理过程是因某种原因而使阴阳失去平衡协调所致，故阴阳
失调是一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之一。
阴阳偏盛包括阳胜则热和阴胜则寒，是属于阴阳任何一方高于正常水平的病变；阴阳偏衰包括阳虚则
寒和阴虚则热，是属于阴阳任何一方低于正常水平的病变。
根据阴阳互根互用，机体的任何一方虚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导致另一方的不足，出现阳损及阴、阴损
及阳和阴阳俱损。
阴阳失调的病理现象还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阳证可以转化为阴证，阴证可
以转化为阳证，所谓“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3.在疾病诊断方面的应用由于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在于阴阳失调，因此望、闻、问、切
四诊都应以分辨阴阳为首务，所谓“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表、实、热为阳；里、虚、寒为阴。
　　4.在疾病治疗方面的应用　　（1）指导养生。
　　（2）确定治疗原则　　1）阴阳偏胜者，用“损其有余”、“实则泻之”的原则：阳胜则热属实
热证者，治以“热者寒之”的方法；阴胜则寒属实寒证者，治以“寒者热之”的方法。
　　2）阴阳偏衰者，采用“补其不足”、“虚则补之”的原则：阴虚不能制阳而致虚热者，用滋阴
壮水之法，以制阳亢火盛，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内经》称为“阳病治阴”；阳虚不能制
阴而造成阴盛而致虚寒者，用扶阳益火之法，以消退阴盛，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内经》
称为“阴病治阳”。
　　（3）归纳药物的性能：主要靠药物的五气（性）、四昧和升降浮沉来决定。
四气分阴阳，即温热为阳，寒凉为阴；五味分阴阳，即辛甘淡为阳，酸苦咸为阴；升降浮沉分阴阳，
即升浮为阳，沉降为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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