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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方便开展考前培训和应试人员的复习备考，编者们组织了长期参与国家中医药类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命题研究和考前辅导工作的专家，根据基础知识各科的重点、难点、必须掌握的要点，以及中医药
类专业技术从业人员所需要掌握、理解、熟悉的不同层次的知识点，编写了《全国临床中医学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考点精析(基础知识部分)》。
本书共有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七大部分
，每一部分都是单独的考试科目。
全书依据《考试大纲》和《考试指南》的要求，首先列出“考纲要求”，并用表格的形式，分别列出
“细目”和“要点”，用以介绍各单元的考试重点；然后按照要点进行知识内容的分析，列为“考点
精析”。
在“考点精析”中，对考生必须注意的复习重点用黑体字标出，并在分析多种复习考试题集和考试例
卷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些考点并用加粗和配上底色的方法标出，可作为复习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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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单元 攻毒杀虫止痒药
　第二十七单元 拔毒化腐生肌药
方剂学部分
　第一单元 总论
　第二单元 解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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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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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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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绪论
　第二单元 宝命全形
　第三单元 阴阳应象
　第四单元 藏气法时
　第五单元 血气精神
　第六单元 经脉之道
　第七单元 百病始生
　第八单元 病之形能
　第九单元 脉要精微
　第十单元 异法方宜
《伤寒论》部分
　第一单元 绪论
　第二单元 太阳病辨证论治
　第三单元 阳明病辨证论治
　第四单元 少阳病辨证论治
　第五单元 太阴病辨证论治
　第六单元 少阴病辨证论治
　第七单元 厥阴病辨证论治
《金匮要略》部分
　第一单元 绪论
　第二单元 脏腑经络先后病篇
　第三单元 痉湿喝病篇
　第四单元 百合狐□阴阳毒病篇
　第五单元 疟病篇
　第六单元 中风历节病篇
　第七单元 血痹虚劳病篇
　第八单元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
　第九单元 奔豚气病篇
　第十单元 胸痹心痛短气病篇
　第十一单元 腹满寒疝宿食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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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单元 五脏风寒积聚病篇
　第十三单元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篇
　第十四单元 黄疸病篇
　第十五单元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
　第十六单元 疮痈肠痈浸淫病篇
　第十七单元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篇
《金匮要略》(中医妇科加试部分)
　第一单元 痰饮咳嗽病篇
　第二单元 水气病篇
　第三单元 呕吐哕下利病篇
　第四单元 妇人妊娠病篇
　第五单元 妇人产后病篇
　第六单元 妇人杂病篇
温病学部分
　第一单元 绪论
　第二单元 温病的概念
　第三单元 温病的病因与发病
　第四单元 温病的辨证
　第五单元 温病的常用诊法
　第六单元 温病的治疗
　第七单元 温热类温病
　第八单元 湿热类温病
　第九单元 温毒类温病
　第十单元 温疫类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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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心位居膈上，属阳、属火；肾位于下焦，属阴、属水，心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心肾
阴阳水火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
生理上心火必须下降于肾，肾水必须上济于心，这样，心肾之间的生理功能才能协调，而称为“心肾
相交”，也即是“水火既济”。
病理上心火不能下降于肾而独亢，肾水不能上济于心而凝聚，心肾之间的生理功能就会失调，出现失
眠、心悸、怔忡、心烦、腰膝酸软，或见男子梦遗、女子梦交等一系列的病理表现，即称为“心肾不
交”，也就是“水火失济”。
要点15-5 肺与脾的生理病理联系肺司呼吸，主一身之气，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肺主通调水道
，为水之上源，脾主运化水液，为水液代谢枢纽。
肺与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气的生成和津液的输布代谢两个方面。
宗气的生成，主要依赖于肺吸人的清气和脾的运化产生的水谷精气。
津液的输布代谢，主要与肺的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和脾的运化水液、输布津液的功能有关，而肃降和
通调水道，有助于脾的运化水液功能，从而防止内湿的产生；而脾转输津液于肺，不仅是肺通调水道
的前提，而且也为肺的生理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营养。
在病理上肺脾二脏相互影响，例如脾气虚损时，常可导致肺气不足；脾失健运，津液代谢障碍，水液
停聚而生痰成饮，多影响肺的宣发和肃降，出现喘咳痰多等临床表现。
所以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
若肺病日久，也可影响到脾，而致脾的运化功能失常或使脾气虚弱，从而出现纳食不化、腹胀、便溏
，甚则水肿等病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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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中医药类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应试指导:全国临床中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点精析(基础知识部
分)》：全国中医药类专业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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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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