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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符合新
世纪中医药事业发展要求的创新人才，在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
组织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药类）、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
划教材（新二版）”（习称“八版教材”）出版后，我们组织原教材编委会编写了与上述规划教材配
套的教学用书——习题集，目的是使学生对已学过的知识，以习题形式进行复习、巩固、强化，也为
学生自我测试学习效果，参加考试提供便利。
习题集所命习题范围与现行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教学大纲一致，与上述规划教材一致。
习题覆盖教材的全部知识点，对必须熟悉、掌握的“三基”知识和重点内容以变换题型的方法予以强
化。
内容编排与相应教材的章、节一致，方便学生同步练习，也便于与教材配套复习。
题型与各院校各学科现行考试题型一致，同时注意涵盖国家执业中医师、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考试题
型。
命题要求科学、严谨、规范，注意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临床课程更重视临床能力的
培养。
为方便学生全面测试学习效果，每章节后均附有参考答案和答案分析。
“答案分析”可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使学生对教材内容加深理解，强化已
学知识，进一步提高认知能力。
本套习题集供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生、成人教育学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人员及其他学习中医药人员
与教材配套学习和应考复习使用。
学习者通过对上述教材的学习和本套习题集的习题练习，可全面掌握各学科的知识和技能，顺利通过
课程考试和执业医师考试，为从事中医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考试命题是一项科学性、规范化要求很高的工作，随着教材和教育内容的不断更新与发展，恳请
各高等中医药院校师生在使用本套习题集时，不断总结经验，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以使本套习题集
不断修订提高，更好地适应本科教学和各种考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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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中医基础 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
方法，特编写《中医基础理论习题集》。
  该习题集的编写，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
医基础理论》为蓝本，所有练习题和模拟试题的答案与该教材相一致。
   为了便于读者在学习《中医基础理论》时能同步应用，该习题集也采用以“章”为板块的形式编写
。
每章先列出“学习要求”，继之是各类“练习题”，再次为“参考答案”。
将涉及多章内容的或难度偏大的练习题作为“综合问答题”附于书后，供本科层次以上学生学习参考
。
书末附“模拟试题”，分本科层次课程结业考试、本硕连续课程结业考试、硕士研究生入学专业基础
课考试、硕士研究生入学专业课考试4个层次命题，每个层次2套试卷，并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该习题集所采用的题型有填空题、多选题、名词术语解释、简答题、问答题等。
总题量1894道。
   该习题可供所有使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的学生复习巩固所学
知识时应用，也可供参加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研究究生入学考试、职称晋升考试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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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何谓阴阳学说？
其基本观点是什么？
答：阴阳学说，是研究阴阳的内涵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
化的一种古代哲学理论。
它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是古人探求宇宙本原和解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基本观点是：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
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事物的发生并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200.何谓五行学说？
其基本观点是什么？
答：五行学说是研究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概念、特性、生克制化乘侮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万物的发生
、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
其基本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所构成的，自然界各种事物
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201.事物阴阳属性的相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事物阴阳属性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阴阳属性相互转化、阴阳之中复有阴阳和以比较分阴阳三个
方面。
202.如何分析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
答：事物的阴阳属性，是根据事物或现象不同的运动趋势、不同的功能属性、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等，
通过相互比较而归纳出来的。
一般来说，凡是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兴奋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
、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抑制的都属于阴。
203.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哪些？
答：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制约，阴阳互根互用，阴阳交感与互藏，阴阳消长，阴阳转
化，阴阳自和与平衡。
204.如何理解阴阳的对立和制约？
答：阴阳之间的对立，是指阴和阳的属性是相反的，相互对待着的，如寒与热、水与火、动与静等。
所以，只有相反的、相互对待着的事物和现象，才能区分其阴阳的属性。
阴阳之间的制约，是指相互对立着的阴阳之间不是静止着的相互对待，而是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阴可以制约阳，阳也可以制约阴。
如寒可以制热，热也可以制寒；动可以制静，静也可以制动等。
对立，是阴阳之间的普遍规律，凡是阴阳关系，就有对立相反。
制约，存在于多数阴阳关系中，如上述的寒与热，动与静等；但在某些阴阳关系中，如精与气、气与
血之间，并不表现为相互制约、相互抑制、相互牵制的关系。
205.如何理解阴阳的互根与互用？
答：阴阳互根，是指一切事物或现象中相互对立着的阴阳两个方面，具有相互依存、互为根本的关系
。
即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都以相对的另一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
提和条件。
如上与下、寒与热、明与暗、升与降等阴阳关系中，主要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关系。
若阴阳互根关系被破坏，有阴无阳则谓“独阴”，有阳无阴则谓“独阳”，而“独阴不生”，“独阳
不长”，表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停止而死亡。
阴阳互用，是指相互依存的阴阳双方还具有相互资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
阴能促进阳的化生，阳能促进阴的生成，“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
如气与血、精与气等阴阳关系中，主要存在着相互资助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若阴阳互用关系失常，则出现阴损及阳、阳损及阴的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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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基础理论习题集(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
院校规划教材配套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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