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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国家卫生部实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为了帮助参加2007年
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考生系统地掌握相应学科的内容，在短时间内做好考胶复习，提高执业医师
专业水平，我们组织全国数十名专家，编写了《2007年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庆试指导》。
　　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共分为14门课程，即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
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针灸学、西医诊断学基础、西医内科学、传染病学、医
学伦理学和卫生法规。
本书编写内容紧扣国家卫生部《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大纲》和蓝本教材，对每门课程编写了“应试指导
”、“试题”与“答案”。
“应试指导”部分根据考试大纲的细目和要点，将蓝本教材的内容提纲挈领，进行浓缩提炼；“试题
”部择题，A2型题是病例摘要型最佳选择题，B1型题是标准配伍题，均为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标准题
型。
“答案”部分把试题答案列出，以供参考。
书后附四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模拟试卷”，以供考生借鉴并熟悉考试的方式、方法。
　　根据考试大纲内容的要求，所使用的蓝本教材为中国中医药药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简称“第七版”教材。
其中医学伦理学的教材蓝本为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本富主编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丘祥兴
主编的《医学伦理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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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　止血药　第十三单元　活血化瘀药　第十四单元　化痰止咳平喘药　第十五单元　安神药　
第十六单元　平肝熄风药　第十七单元　开窍药　第十八单元　补虚药　第十九单元　收涩药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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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论　第二单元　解表剂　第三单元　泻下剂　第四单元　和解剂　第五单元　清热剂　　第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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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　中医儿科学第九章　针灸学第十章　西医诊断学基础第十一章　西医内科学第十二章　传染病
学第十三章　医学伦理学第十四章　卫生法规中医执业医师资格模拟考试试卷（A）中医执业医师资
格模拟考试试卷（B）中医执业医师资格模拟考试试卷（C）中医执业医师资格模拟考试试卷（D）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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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中医学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
一、整体观念1.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认识，称之为
整体观念。
2.内容：（1）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①生理上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成人体的各
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即“五脏一体观”；二是人的形体与精神二者是相互依附
、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体观。
②病理上的整体性。
中医学在分析病证时把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映统一起业。
③诊治上的整体性。
在诊察疾病时，可通过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病理表理，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从面
蜍出正确诊断；在疾病变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确立适当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2）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人与自然界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季节气候、地域环境、昼夜城晨昏等自然界的变化均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同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
化；在疾病防治过程中，养生防病顺应自然规律，治疗过程中遵循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
（3）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社会因素通过与人的信息交流，维持着生命活动的稳定、有序、平衡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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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8年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导(最新版)》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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