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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药学是以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医学体系，又称中国传统医学。
中医药学理论独特，自成体系，文献丰富，经验宝贵，疗效确切。
数千年来，中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发挥着不可置疑的重要作用，也为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健康
和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医药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医药学知识在世界范围内
迅速传播，应用中医药防治疾病逐渐被更多的民族和人群所接受，中医药事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蓬勃
发展，中医药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现。
针灸、中医药等医疗活动先后在一些国家（地区）纳入法制化管理。
　　在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中，建立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而人才标准是中医药标准体
系的主要内容之一。
　　考试是检测人才知识结构、理论水平、技术技能、实践能力的主要方式，也是推行人才标准的重
要手段。
鉴于国际中医药考试和培训目前尚无统一、规范的参考教材，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
联合会资格考试部特地组织编写了本套《国际中医药、针灸培训考试指导用书》。
本书既是国际中医药培训应试备考的主要资料，也是各会员单位和其他教育机构进行中医药培训的教
材。
 　　《国际中医药、针灸培训考试指导用书》涵盖中医、中药、针灸、按摩推拿、正骨、中医护理6
个专业方向的28个科目。
　　每一科目内容有“考试大纲”、“应试指南”和“习题”三部分。
“考试大纲”列述考核知识点，包括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认知层次，是编写“应试指南”和应试者
备考的依据，也是考试命题范围的界定。
“应试指南”是对考试大纲所规定的考核知识点的细化和讲解，是应试者备考必须阅读的主要内容和
考试命题的资料依据。
“习题”是根据“考试大纲”和“应试指南”组织的部分例题，既供阅读者强化所学知识，检验学习
效果，又可使应试者熟悉国际中医药考试常用的主要题型。
　　各科目的编写，注重体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知识范围以必备、够用为标准，内容选择以最基础、最基本、最重要、最实用为原则，重视实用性和
可推广性。
　　为便于各国中医药人员阅读，各科目凡涉及用量者一律以公制“g”为单位，不列古代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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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左心房 位于右心房的左后方，其向右前方突出的部分称为左心耳。
左心房有4个入口，均为肺静脉口，即左右肺各发出两条肺静脉，一起通向左心房。
左心房只有一个出口，即左房室口，血液由此流向左心室。
　　4.左心室 位于右心室的左后方，有出入两口：入口即左房室口，口周围的纤维环上附有两片近似
三角形的瓣膜称二尖瓣，瓣膜的边缘通过腱索连到乳头肌上。
每个乳头肌也发出数条腱索连于相邻的两个尖瓣上。
上述结构的功能与右心室相同，防止血液从左心室逆流入左心房。
出口是主动脉口，口周围也附有三个袋口向上的半月形瓣膜，称主动脉瓣，其功能与肺动脉瓣相同，
防止血液从主动脉逆流入左心室。
　　心像一个“血泵”，瓣膜类似闸门，充分保证血液在心内定向流动。
当心室收缩时，二尖瓣和三尖瓣关闭，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开放，血液由心室射人动脉；当心室舒张
时，二尖瓣和三尖瓣开放，而肺动脉瓣和主动脉瓣关闭，血液由心房进入心室。
　　（三）心壁　　心壁由心内膜、心肌层和心外膜组成。
　　1.心内膜是衬于心房和心室壁内面的一层光滑的薄膜，与血管的内膜相续。
心腔的各瓣膜就是由心内膜在各房室口和动脉口处折叠并夹有一层致密结缔组织而构成的。
　　2.心肌层是构成心壁的主体，由心肌细胞（心肌纤维）构成，可分为心房肌和心室肌。
心房肌较薄弱，心室肌肥厚，尤以左心室最发达。
　　3，心外膜是包在心肌外面的一层光滑的浆膜，即浆膜心包的脏层。
　　（四）心的传导系统　　心的传导系统由特殊分化的心肌纤维构成，位于心壁内，具有产生兴奋
、传导冲动和维持心正常节律性搏动的功能，包括窦房结、房室结、房室束及其分支。
　　1.窦房结位于上腔静脉与右心耳之间的心外膜深面，呈椭圆形，是心自动节律性兴奋的发源地，
即心的正常起搏点。
由窦房结发出的冲动传向心房肌使心房收缩，同时向下将冲动传到房室结。
　　2.房室结位于冠状窦口与右房室口之间的心内膜深面，呈扁的椭圆形。
它从前下方发出房室束入室间隔。
房室结的主要功能是将窦房结传来的冲动传向心室，保证心房收缩后再开始心室的收缩。
　　3.房室束及其分支房室束自房室结发出后入室间隔上部，立即分为左、右束支。
左、右束支沿室间隔左、右侧心内膜深面下行至左、右心室，再分散成许多细小的分支并交织成网，
称普肯耶（Purkinje）纤维网，与心室的普通心肌细胞相连。
　　（五）心的血管　　1.动脉心的血液供应来自左、右冠状动脉，它们均发自升主动脉的起始部。
　　（1）左冠状动脉：起自升主动脉起始部的左侧，在肺动脉干与左心耳之间左行，随即分为前室
间支和旋支。
前室间支沿途发出分支分布到左心室前壁、室间隔前2/3和右心室前壁的一部分。
旋支的分支分布到左心房、左心室左侧面和膈面。
　　（2）右冠状动脉：起自升主动脉起始部的右侧，行于右心耳与肺动脉干之间，再沿冠状沟右行
，绕过心右缘随即分为后室间支和右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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