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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发展，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在不断的修整与完善。
执业医师考试的范围广，内容多，且近年来我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内容逐步调整，进一步突出了对
医师综合素质的要求，强调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以人为本、依法行医的观念，强调临床思维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注重应用，强化对执业医师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综合的考核，考试中测试
考生综合应用能力的题目增至50％，知识记忆题降至20％，分析理解的题目为30％。
为帮助考生在繁忙的临床实践期间更有效地复习，更加方便地了解与掌握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要求，
提高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从而顺利通过考试，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国家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应试系列丛书》，14年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在这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以
及每年与广大考生读者反馈交流的工作中，摸索出了我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基本规律，积累了丰富
的编写应试丛书的经验，为考生提供了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和不同需求的应试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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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此时，若进行积极治疗，适当调理，正气增强，疾病趋向好转或痊愈；若调理不当，
或正气难复，邪气留恋，病情转为慢性或迁延不愈，或遗留某些后遗症。
5.邪祛正虚是指邪气被祛除，病邪对机体损害作用消失，但正气亦被耗伤，有待恢复的病理过程。
多由邪盛伤正，正气严重被损；或过用汗、吐、下等法，病邪虽祛而正气大伤；或素体虚弱，病后正
气更衰所致。
多为重病后的恢复期，须加强调养，方能康复。
阴阳失调，是指机体阴阳的平衡协调状态，由于某些因素的作用而二、阴阳失调遭到破坏，导致阴阳
之间出现阴阳偏胜、阴阳偏衰、阴阳互损、阴阳格拒和阴阳亡失等情况，是对机体各种病理状态的高
度概括。
阴阳失调之说，首见于《内经》，“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等。
（一）阴阳偏胜阴或阳的偏盛，主要是指病邪侵袭人体，导致机体阴阳双方某一方的病理性亢盛状态
，属“邪气盛则实”的病机。
病邪侵入人体，在性质上，必从其类，即阳邪侵袭人体，则邪并于阳，而形成机体的阳偏胜；阴邪侵
袭人体则邪并于阴，而形成机体的阴偏胜。
由于阴和阳是相互制约的，一般来说，阳长则阴消，阴长则阳消。
所以阳偏胜必然会耗阴，从而导致阴液不足；阴偏盛也必然会损阳，从而导敛阳气虚损。
1.阳偏盛是指机体在疾病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阳气病理性亢盛，功能亢奋，机体反应性增强，热量过剩
的病理状态。
阳主动，主升而为热，所以阳偏胜时，多见机体的机能活动亢奋、代谢亢进，机体反应性增强，热量
过剩的病理状态。
一般来说，阳胜的病机，多指阳气亢盛而阴液未虚的实热证。
进一步发展，可成为阳盛阴虚之证。
阳盛的形成，多由于感受温热阳邪；或虽感受阴寒之邪，但人里从阳而化热；或情志内伤，五志过极
而化火，或气滞、血瘀、食积等郁而化热所致。
临床多见壮热、烦渴、面红、尿赤、便干、苔黄、脉数。
若阳热亢盛过久，则必耗阴液，故阳盛实热病证，易于煎灼人体阴液，久之亦可导致人体津液不足，
阴精亏损，转化为实热伤阴的病证表现，如口渴溲少、大便干燥等症状，此即是“阳胜则阴病”。
2.阴偏盛是指机体在疾病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阴气病理性偏盛、功能抑制或减退、热量耗伤过多以及
病理性代谢产物积聚的病理状态。
阴主静，主收引而为寒，故在阴偏胜时，多见机体的功能活动代谢低下、热量不足以及病理性代谢产
物积聚等阴寒内盛的病理状态。
一般来说，阴偏胜，多指阴邪偏盛而阳气未衰的寒实证，进一步发展可导致阳虚，则成为阴盛阳虚之
证。
阴盛的形成，多由外感阴寒之邪，或过食生冷，阴寒内盛，抑制阳气温煦气化；或由素体阳虚，阳不
制阴，而致阴寒内盛。
前者属实，后者则为虚实夹杂。
阴气的病理性偏盛以寒、静、湿为病理特点，故阴盛病机常出现阴寒内盛，血脉凝涩，以及痰湿、水
饮潴留等病理变化，常表现为实性、寒性病症。
可见畏寒喜暖、形寒肢冷、腹痛泄泻、水肿、舌淡，脉迟。
此外，阴寒之邪壅盛，日久必伤阳气，故阴盛实寒病证，常可导致虚衰，出现机体生理功能活动减退
情况，此即“阴胜则阳病”。
（二）阴阳偏衰阴或阳的偏衰，是指阴或阳亏虚不足引起的病理变化，实际上包括精气血津液的不足
和功能的减退。
同时也包括了脏腑、经络等生理功能的减退和失调，属“精气夺则虚”的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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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阳虚则寒是指阳气虚损，功能减退或衰弱，机体反应性低下，代谢活动减慢，热量不足的病理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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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中西医结合医师应试指导》编辑推荐：信息最及时、通过率最高、教材最精辟、师资最权威、
辅导最专业。
王登峰博士团队助您医考一次过关。
权威执考用书、14年经验指导、全面覆盖大纲、补充超纲考点。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
最精辟、最实用、最准确、最有效！
全国京师杏林课堂指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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