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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考点精析》依据2011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考试考试大
纲和考试指南的要求编写。
全书共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
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药理学、诊断学基础、传染病学、医学伦理学、
卫生法规共14门学科。
在每一学科各单元下，本书首先列出“考纲要求”，并用表格的形式，标明本单元的考试“细目?和“
要点”；然后浓缩提炼考核内容，列为“考点精析”，并在综合分析多种复习考试题集和历年考卷的
基础上，总结出一些常考内容并加粗，以作为复习重点，旨在帮助广大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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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人体不仅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存在
着整体统一的有机联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理上的统-性：一是季节气候影响人体生理代谢。
基本规律是春属木，其气温；夏属火，其气热；长夏属土，其气湿；秋属金，其气燥；冬属水，其气
寒。
因此，春温、夏热、长夏湿、秋凉、冬寒，是一年中气候变化的一般规律。
生物在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产生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适应性变化。
人体也随之产生阴阳气血的适应性调节。
二是昼夜晨昏影响人体生理代谢。
一日之内人体的阴阳气血随着昼夜晨昏阴阳消长的变化，也进行着相应的调节。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
气门乃闭。
”气门，即汗孔。
又称玄府，为人体排汗，散发热量，调节阴阳平衡的主要途径。
反映了机体在昼夜的阴阳消长过程中，其生理功能活动的适应性变化。
三是地区方域影响人体生理代谢。
江南气候湿热，人体腠理多疏松；北方气候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
四是人对自然界的主动适应是维持人与自然环境统一性的基础。
人类能主动适应自然界，并能主动地改造自然界，使两者保持统一而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2）病理上内外互为影响：一是季节气候影响发病。
人体除了一般的疾病外，随着季节的不同，常可发生一些季节性的多发病，或时令性的流行病。
二是昼夜晨昏对疾病的影响。
人体在一天之内，随着昼夜阴阳消长的变化，病情大多是白天病情较轻，夜晚较重。
这是由于早晨、中午、黄昏、夜半，人体的阳气存在着生、长、收、藏的变化，因而病情随之而有慧
、安、加、甚等变化。
三是地区方域与疾病的关系。
某些地方性疾病的发生，与其地理环境及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3）诊治上的内外考虑：在诊断上，正常的脉象随着四时气候表现不同。
如春夏脉象多见浮大，秋冬脉象多见沉小，此种脉象的浮沉大小变化，是机体受四时气候影响，在气
血方面所引起的适应性调节反应，并不是病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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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导·全国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考点精析》：全国中西
医结合医师资格考试命题研究组推荐用书名师辅导，轻松应考表解考纲，明晰要点精析考点，复习高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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