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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加强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提高执业医师的综合素质，保护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管理制度，完
善医师培养制度，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并从1999年开始进行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
    为了适应当前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求，帮助广大考生在较短时间内做好应试准备，全面系统地复习
与巩固曾经学过的课程，编者再次组织有关专家对《中医师应试指导》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与补充，从
而使其更加准确的反映考试大纲所要求的范围和深度，以适合广大考生应试复习。
这次修订的原则：坚持以新《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指导，以规划教材为基础，以临床为重
点，侧重于知识理论的综合运用，使之即方便广大应试考生复习，同时对于广大在校医学生及基层医
生复习与巩固必备的医学基本知识也具实用价值。
    本书是在各位作者的通力合作及辛勤劳动下完成的，若能对广大考生顺利通过执业资格考试有所帮
助，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执业医师考试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将根据情况，对本书进行不断
的修订与完善，为促进我国执业医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真诚欢迎广大读者对于我们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祝阅读本套丛书的读者通过努力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合格的中医执业医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年中医师应试指导>>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医基础理论　第一单元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第二单元 精气学说　第三单元 阴阳学说　第四
单元 五行学说　第五单元 五脏　第六单元 六腑　第七单元 奇恒之腑　第八单元 气血津液　第九单元 
经络　第十单元 病因　第十一单元 发病　第十二单元 病机　第十三单元 防治原则第二章 中医诊断学
　第一单元 绪论　第二单元 望诊　第三单元 望舌　第四单元 闻诊　第五单元 问诊　第六单元 脉诊　
第七单元 按诊　第八单元 八纲辨证　第九单元 病性辨证　第十单元 脏腑辨证第三章 中药学　第一单
元 药性理论　第二单元 中药的配伍　第三单元 中药的用药禁忌　第四单元 中药的剂量与用法　第五
单元 解表药　第六单元 清热药　第七单元 泻下药　第八单元 祛风湿药　第九单元 化湿药　第十单元 
利水渗湿药　第十一单元 温里药　第十二单元 理气药　第十三单元 消食药　第十四单元 驱虫药　第
十五单元 止血药　第十六单元 活血祛瘀药　第十七单元 化痰止咳平喘药　第十八单元 安神药　第十
九单元 平肝熄风药　第二十单元 开窍药　第二十一单元 补虚药　第二十二单元 收涩药　第二十三单
元 攻毒杀虫止痒药第四章 方剂学　第一单元 总论　第二单元 解表剂　第三单元 泻下剂　第四单元 和
解剂　第五单元 清热剂　第六单元 祛暑剂　第七单元 温里剂　第八单元 补益剂　第九单元 固涩剂　
第十单元 安神剂　第十一单元 开窍剂　第十二单元 理气剂　第十三单元 理血剂　第十四单元 治风剂
　第十五单元 治燥剂　第十六单元 祛湿剂　第十七单元 祛痰剂　第十八单元 消食剂　第十九单元 驱
虫剂第五章 针灸学　第一单元 经络系统的组成　第二单元 经络的作用和经络学说的临床应用　第三
单元 腧穴的分类　第四单元 腧穴的主治特点和规律　第五单元 腧穴的定位方法　第六单元 手太阴肺
经、穴　第七单元 手阳明大肠经、穴　第八单元 足阳明胃经、穴　第九单元 足太阴脾经、穴　第十
单元 手少阴心经、穴　第十一单元 手太阳小肠经、穴　第十二单元 足太阳膀胱经、穴　第十三单元 
足少阴肾经、穴　第十四单元 手厥阴心包经、穴　第十五单元 手少阳三焦经、穴　第十六单元 足少
阳胆经、穴　第十七单元 足厥阴肝经、穴　第十八单元 督脉经、穴　第十九单元 任脉经、穴　第二
十单元 奇穴　第二十一单元 毫针刺法　第二十二单元 常用灸法　第二十三单元 其他针法　第二十四
单元 针灸治疗　第二十五单元 头面躯体痛证　第二十六单元 内科病证　第二十七单元 妇、儿科病证
　第二十八单元 皮外骨伤、五官科病证　第二十九单元 急症第六章 中医内科学　第一单元 感冒　第
二单元 咳嗽　第三单元 哮证　第四单元 喘证　第五单元 肺痈　第六单元 心悸　第七单元 胸痹、心痛
　第八单元 不寐　第九单元 癫狂　第十单元 痫证　第十一单元 胃痛　第十二单元 呕吐　第十三单元 
腹痛　第十四单元 泄泻　第十五单元 痢疾　第十六单元 便秘　第十七单元 胁痛　第十八单元 黄疸　
第十九单元 积聚　第二十单元 臌胀　第二十一单元 头痛　第二十二单元 眩晕　第二十三单元 中风　
第二十四单元 水肿　第二十五单元 淋证　第二十六单元 郁证　第二十七单元 血证　第二十八单元 消
渴　第二十九单元 内伤发热　第三十单元 痹证　第三十一单元 痿证第七章 中医外科学　第一单元 中
医外科学发展概况　第二单元 外科疾病命名、分类释义及病因病移　第三单元 外科辨证　第四单元 
外科治法　第五单元 疮疡　第六单元 乳房疾病　第七单元 瘿　第八单元 瘤、岩　第九单元 皮肤及性
传播疾病　第十单元 肛门直肠疾病　第十一单元 泌尿男性疾病　第十二单元 周围血管疾病　第十三
单元 外科其他疾病第八章 中医妇科学　第一单元 女性的生理特点　第二单元 妇科疾病的病因病机　
第三单元 月经病　第四单元 带下病　第五单元 妊娠病　第六单元 产后病　第七单元 妇科杂病　第八
单元 计划生育第九章 中医儿科学　第一单元 中医儿科发展简史　第二单元 小儿生长发育　第三单元 
小儿生理病理特点　第四单元 四诊概要　第五单元 治疗概要　第六单元 喂养与保健　第七单元 胎怯
　第八单元 硬肿症　第九单元 胎黄　第十单元 感冒　第十一单元 咳嗽　第十二单元 肺炎咳嗽　第十
三单元 哮喘　第十四单元 鹅口疮　第十五单元 口疮　第十六单元 泄泻　第十七单元 厌食　第十八单
元 积滞　第十九单元 疳证　第二十单元 汗证　第二十一单元 惊风　第二十二单元 水痘　第二十三单
元 尿频　第二十四单元 遗尿　第二十五单元 五迟、五软　第二十六单元 急性肾小球肾炎　第二十七
单元 肾病综合征　第二十八单元 麻疹　第二十九单元 风疹　第三十单元 丹痧（猩红热）　第三十一
单元 流行性腮腺炎　第三十二单元 流行性乙型脑炎　第三十三单元 百日咳　第三十四单元 肠道虫证
　第三十五单元 夏季热　第三十六单元 紫癜第十章 西医诊断学基础　第一单元 症状学　第二单元 问
诊　第三单元 检体诊断　第四单元 实验室诊断　第五单元 X线诊断　第六单元 心电图、超声波及放
射性核素诊断　第七单元 诊断步骤与病历书写第十一章 西医内科学　第一单元 呼吸系统疾病　第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年中医师应试指导>>

单元 循环系统疾病　第三单元 消化系统疾病　第四单元 泌尿系统疾病　第五单元 血液系统疾病　第
六单元 代谢及内分泌系统疾病　第七单元 神经系统疾病　第八单元 怠性中毒第十二章 传染病学　第
一单元 传染病学总论　第二单元 病毒性肝炎　第三单元 流行性出血热　第四单元 艾滋病　第五单元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第六单元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第七单元 细菌性痢疾　第八单元 霍乱　第九单元 
消毒与隔离第十三章 医学伦理学　第一单元 绪论　第二单元 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单元 医
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第四单元 医学道德的规范体系　第五单元 医患关系道德　第六单元 临床诊疗
工作中的道德　第七单元 医学科研工作的道德　第八单元 医学道德的评价、教育和修养　第九单元 
生命伦理学第十四章 卫生法规　第一单元 卫生法　第二单元 卫生法中的法律责任　第三单元 执业医
师法　第四单元 药品管理法　第五单元 传染病防治法　第六单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七
单元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八单元 中医药条例　第九单元 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卫生行业作风建设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年中医师应试指导>>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医基础理论　　第一单元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一、整体观念　　1.整体观念的概念整
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
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以及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这种整体思想，即称之为整
体观念。
　　2.整体观念的内容　　（1）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是由许多组织器官所组成的，脏腑、经络
、形体、官窍和精、气、血、津液等，虽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
系的，从而形成以五脏为中心，配合六腑，联系五体、五官九窍等的五大系统，并通过经络贯通内外
上下运行精、气、血、津液，以滋养并调节各组织器官的活动，所以说，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2）人与环境密切相关人与自然界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季节气候、地域环境、昼夜晨昏等自然界的变化均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人与社会密切相关。
社会的进步，社会的治或乱，以及人的社会地位变动，对人体的影响更大，均会对人体产生较大影响
。
　　二、辨证论治　　1.辨证论治的概念中医学存在辨病论治、对症治疗和辨证论治三种诊治手段。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如感冒、痢疾、疟
疾、麻疹、哮喘和中风等等。
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即症状和体征，如发热、咳嗽、头痛、眩晕、腰瘦和疲乏无力等等。
所谓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
它包括病的原因（如风寒、风热、瘀血、痰饮等等）、病的部位（如表、里、某脏、某腑、某条经络
等等）、病的性质（如寒、热等等）和邪正关系（如虚、实等等），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
病理变化的实质。
　　辨证论治分为辨证和论治两个阶段。
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
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
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辨证是确定治疗方法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目的，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论治是
否正确。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穸和处理方法，也
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辨病论治，是根据病制定治疗方法。
病是疾病的全过程，过程长，变化多，很难确定划一的治疗方法，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理
变化实质，所以辨证论治比辨病论治更具体，更贴切，更具有可操作性。
对症治疗，是根据症状确定治疗方法。
症仅仅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对症治疗属于治标之法，不宜作为主要的诊疗方法来采用。
　　2.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内涵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因为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
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以表现的证不同，因而治法也就不同。
即病同，证不同，所以治法不同。
　　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为出现了相同的证，所以可采用相同的方法治疗
。
即病不同，而证相同，所以治法相同。
　　第二单元 精气学说　　一、精气学说的概念　　精气学说是研究精气（气）的内涵及其运动变化
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及其发展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理论。
　　1.精的概念精，又称“精气”，是指存在于宇宙中的无形而运行不息的极精微物质，是宇宙万物
的共同构成本原和发展变化的动力源泉。
　　2.气的概念气是存在于宇宙中的运行不息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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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气的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气充塞于宇宙万物之间，与宇宙万物
相互渗透，成为万物相互联系的中介，使万物相互感应而构成一个整体。
　　二、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　　1.精气是构成宇宙的本原精气是构成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共同原始
物质。
在先秦道家的“道生万物”的宇宙发生模式中，精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质料，但并非最初本原。
如《易传.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认为天地万物和人体、精神，甚至游魂，都由精气化生。
《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由“冲气”化生。
此冲气是无形的混沌，分化为运动不息的阴阳之气，阴阳合和而化生万物，即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及人类生灵，皆为一气所生。
如该书《知北游》说：“通天下一气耳。
”该书《至乐》说：“气变而有形。
”《管子》认为宇宙万物皆由精气所生，如该书《内业》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
为列星。
”《列子》认为宇宙中有形之万物皆为存在于其中的无形之气所化生，即所谓“有形者生于无形”。
《淮南子》认为，天、地、水、火、日、月以及自然界万物皆由宇宙产生的精气所化生。
如该书《天文训》说：“宇宙生气，气有涯垠。
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又说：“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淮南子》还认为精气分为天地阴阳二气，阳刚阴柔，二气交感聚合，万物乃萌生成形。
如该书《天文训》又说：“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　　2.精气的运动变化　　（1）精气的运动：气运动不息，变化不止气的运动，称为气机。
气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古代哲学家经过高度概括，将其归纳为升、降、出、人四种形式。
升，即由下向上：降，即由上向下；出，即由内向外；人，即由外向内，这些运动，从不停息。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升与降、出与入，是保持相对平衡的。
通过气的运动，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称为气化。
气化的表现十分复杂。
如无形之气变为有质之形，有质之形化为无形之气，这种形气之间的转化，当然属于气化。
　　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化为天地阴阳二气，即所谓“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天为阳，地为阴。
天气居上，地气在下。
居上之天气当下降，在下之地气应上升。
如此则天地阴阳二气氤氲交感，相错相荡，化生宇宙万物，并推动着它们的发展与变化。
聚散也是精气的主要运动形式。
古人观察到天空的云聚而为闪电雷雨，散则为晴空万里，因而在此基础上萌生了一个聚则物生，散则
物消的抽象概念。
《庄子》认为气凝聚而人物成，气消散而人物亡。
聚与散，是气的两种运动形式，可表现为气的两种不同的形态：当气聚时，它是有形的万物，表现为
有、显；当气散时，它是无形的太虚，表现为无、隐。
气聚则氤氪而化生有形之万物，气散则万物形溃而复为无形之太虚。
　　气的运动具有普遍性。
宇宙之中的任何一个有形之体，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既是由无形而运动的阴阳之气交感聚合而化生，
其自身之中又具备着阴阳之气的运动特性及升降出入聚散等运动形式。
气的升降出入聚散运动，使整个宇宙充满了生机，既可促使无数新生事物的孕育和发生，又可引致许
多旧事物的衰败与消亡，如此则维持了自然界新陈代谢的稳定与平衡。
气的运动止息，宇宙则失去生生之机，整个世界就会毁灭.生命就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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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气化：是指气的运动产生宇宙中各种变化的过程。
凡在气的直接作用下或参与下.宇宙万物在形态、性能以及表现形式上所出现的各种变化，皆是气化的
结果。
　　由于宇宙万物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都是在气的不断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故气化理论也随着气的运
动理论的产生而形成。
古人观察到云气和风气的流动、交感、氤氲而产生闪电、雷雨，推测出天地阴阳之气的升降运动，氤
氲交感，相摩相荡，从而化生宇宙万物。
在气的运动的促进作用下，不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生长化收藏或生长壮老已的变化，而且人类自
身也出现了生长壮老已的变化规律。
人体内的物质与能量的新陈代谢过程，也是气的运动所产生的气化过程。
　　3.精气是天地万物的中介气别阴阳，以成天地。
天地交感，以生万物。
天地万物既生，它们之间就是相对独立的物体。
但它们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由于精气（气）是宇宙万物化生的共同本原，天地万物之间又存在和充斥着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气（
气），而且这无形之气还能渗透于有形物体之中，与已构成有形物体的气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换活动，
因而精气（气）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而且还是宇宙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中介性物
质；精气不仅是宇宙万物构成的物质材料或元素，而且还充当宇宙万物之间各种信息的传递载体。
　　4.天地精气化生为人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
，命之日人”。
《淮南子》说：“烦气为虫，精气为人。
”综观人上述两段古人的论述，可见人是领先天地之精气而产生，随四时的规律而成长的。
天地之精气相合，才会产生人。
人是由天地之精气相合而产生的，天地之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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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视新增内容，贴近不同考生，精确复习范围，提升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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