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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许筱颖、王文澜主编，以全国规划教材为蓝本，以章或节为单位，每章或节下设【考点重
点点拨】、【正文图表解】、【思考题】三部分内容。
【考点重点点拨】将出现频率较高的重点、考点内容列出。
正文以图表解的形式来阐释教材考点和重点。
为了照顾到本科结业考试和研究生考试、自考等学生需求，在每章均设有【思考题】，指出一些论述
题常考的题眼。
同时将部分需要总结、概括的题目给出参考答案。
《中医基础理论》适用于中医药院校在校生、自考生、函授生、继续教育、住院医师、各级晋职、执
业医师和药师资格考试、考研及广大中医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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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体质
　第一节 体质的概念和形成
　　一、概念
　　二、形成
　第二节 体质的分类
　第三节 体质学说的应用
　　一、说明个体对某些病因的易感性
　　二、阐释发病原理
　　三、解释病理变化
　　四、指导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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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基本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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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气血的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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