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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研究生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报考研
究生的考生数量逐年增多。
而中医内科学专业是中医临床学科的主干学科，其报考人数一直列中医学各学科之首。
中医内科学还是中医综合的组成部分，不少中医院校还将中医内科学作为中医类研究生的共同的必考
科目。
为了帮助广大报考中医药类研究生的考生复习好中医内科学这门课程，我们组织我校中医内科教研室
的专家编写了此书。
    本书以目前通用的国家新世纪版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内科学》为蓝本，兼顾五版、六版教材的内容
。
每个章节主要包括基本知识点、蘑点和难点和思考题三部分。
基本知识点是对知识点进行精辟分析，达到强化学习的目的。
学习重点和难点主要是提出复习的重点，减少学习的盲目性，提高学习效率。
思考题主要是启迪考生的思维，了解其综合分析能力。
本书每节之后附有思考题，思考题形式包括名词解释、问答、病案分析等，并附有答案或答题要点。
书后还附有根据历年来中医药考研试题的构成和要求以及各院校专业课考试的范围，精心选编的6套
模拟试题，并在每套试题后附有参考答案，便于考生准确地进行自测与评估。
    本书编写时，根据研究生考试的特点，有可能出现少部分超出教材的内容，以了解考生对中医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书重点突出，具有权威件和实用件，不仅是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必备的辅导读物，而且也是报
考士研究生考生的参考读物。
因此在难易程度的把握上，主要面向本科生中的优秀学生，以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为主，兼顾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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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血证的治疗原则是什么？
分别说明其理由。
　　血证的治疗原则有三：一为治血，二为治火，三为治气。
　　血证以出血为中心，故首先应治血：①收敛止血。
因出血量多不止，当以收敛止血治标为主，但切忌单纯使用。
应结合病理属性配合使用，防止留瘀，变生他患，常用炭类酸涩收敛的药物，如侧柏炭、藕节炭等。
②凉血止血，适应于血热妄行。
因血得热则行，热盛则逼血妄行，而血凉则便能归经，药如丹皮、犀角。
③祛瘀止血，适用于离经之血阻滞络脉。
气血运行不畅，瘀血不去，血渗不止，故宜祛瘀止血，药如三七、蒲黄。
　　治火：火有虚实，实火宜清热泻火，虚火宜滋阴降火。
血因火盛而妄行，清火则血自安宁。
阴虚则火旺，火旺伤络动血，所以滋阴也可以制火。
　　治气：气有盛衰。
实证分清气、降气，虚证宜补气温阳。
气有余便是火，若气分热盛，可致血热妄行，故凉血必先清气。
火性上炎，灼伤血络，降气即降火，火降则气顺，血无上溢之患。
由于气虚不能摄血，故当补气摄血。
若气虚及阳，阳虚不能温运而血不归经，需温运阳气则血自循经而行。
　　若出血量多当急救。
血热妄行者宜逆折其火；气随血脱者宜急固其脱。
　　3.明代缪希雍在何著作中提出“治吐血三要法”？
试述其具体内容。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吐血》中曰：“治吐血有三诀：宜行血不宜止血。
血不循经络者，气逆上壅也，行血则血行经络，不止自止，止之则血凝，血凝则发热恶食，病日痼矣
。
宜补肝不宜伐肝。
经曰：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者也。
肝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藏也。
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肝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
宜降气不宜降火。
气有余便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内科学-中医考研必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