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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师资格考试是行业准入考试，是评价申请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从事医师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与技能的考试。
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以来，考试大纲几经修订完善，考试依据一直没有脱离教材
。
　目前各中医药院校使用的教材各异，各出版社的中医药系列教材也各有特色与优势。

　　为配合新大纲的实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组织专家编写了中医（具有规定学
历）执业医师、中医（具有规定学历）执业助理医师、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医学综合笔试大纲细则，作为大纲的细化与扩展，也作为医师资格医学综合笔试研发试题的依
据。
故此，大纲细则不等同于教材，不具备教材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但编写时参考了许多版本的
教材，力争本大纲细则能符合并体现应试者的实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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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细目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要点　　1.在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方面的应用 脏腑及形体
组织的阴阳属性，就大体部位来说，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属阳，体内属阴。
就其腹背四肢内外侧来说，则背为阳，腹为阴；四肢外侧为阳，四肢内侧为阴。
以脏腑来分，五脏属里，为阴；六腑属表，为阳。
由于阴阳之中复有阴阳，所以分属于阴阳的脏腑形体组织还可以再分阴阳。
如体表属阳，然皮肉为阳中之阳，筋骨为阳中之阴。
再继续分，则皮肤为阳中之阳，肌肉为阳中之阴；筋为阴中之阳，骨为阴中之阴。
再如五脏分阴阳：心肺居于膈上属阳，而心属火，位南方，通于夏，属阳中之阳的太阳；肺属金，位
西方，通于秋，属阳中之阴的少阴。
肝、脾、肾居膈下属阴，而肝属木，位东方，通于春，属阴中之阳的少阳；肾属水，位北方，通于冬
，属阴中之阴的太阴；脾属土，居中央，主四时，属阴中之至阴。
　　。
　　经络系统的阴阳属性：十二正经中有手足三阴三阳经，属腑而行于肢体外侧面的为阳经，属脏而
行于肢体内侧面的为阴经。
奇经八脉中的跷脉与维脉，行于身之内侧者，称阴跷、阴维；行于身体之外侧者，称阳跷、阳维。
督脉行于背，有总督一身之阳经的作用，称为“阳脉之海”。
任脉行于腹，有总任一身之阴经的作用。
称为“阴脉之海”。
　　人体之气，含有具有不同作用和运动趋向的阴阳两部分：具有凉润、宁静、抑制、沉降等作用和
运动趋向的为阴气，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发等作用和运动趋向的为阳气。
正是由于人体内阴阳二气的交感相错、相互作用，推动着人体内物质与物质之间、物质与能量之间的
相互转化，推动和调控着人体的生命进程。
　　2.在病理方面的应用 病邪可以分为阴、阳两大类。
一般而言，六淫属阳邪，饮食居处、情志失调等属阴邪。
阴阳之中复有阴阳：六淫之中，风邪、暑邪、火（热）邪属阳，寒邪、湿邪、燥邪属阴。
　　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邪正斗争的过程：阳邪侵犯人体，人体正气中的阴气奋而抗之；阴邪侵
犯人体，正气中的阳气与之斗争。
如此产生了邪正相搏，导致了阴阳失调而发生疾病。
因此，阴阳失调是疾病的基本病机之一。
阴阳失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阴阳的偏盛偏衰和互损。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阳虚则寒，阴虚则热”，是寒热性疾病
的病理总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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