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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学学习指导》与《中医学》教材相配套，其编写以便于学习领悟《中医学》教材为目的，
以体现《中医学》教材的核心内容为宗旨，通过对《中医学学习指导》的学习使用，学习者可自测对
《中医学》教材的理解掌握程度，从多层面、多角度加深对《中医学》教材的认识。
　　在以有利于学生掌握《中医学》教材基本知识与理论为原则的前提指导下，《中医学学习指导》
以《中医学》教材的章节为纲，以重点难点解析、强化训练题为目，分别以不同方式介绍了该章节的
主要内容。
重点难点解析旨在指出该章节之重点，阐明其难点；强化训练题则分为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包
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问答题等题型，后设参考答案，以备学习者自测，是强化学习者掌握《
中医学》教材基本内容的另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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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春华，男，1961年10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专业博士生导师。
先后就读于河北、安徽、北京等三所中医学院，在著名中医学家周夕林教授、刘渡舟教授指导下分获
硕士、博士学位，从事临床、科研、教学近二十年。
研究方向：张仲景合方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与认知科学。
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称号；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等国家、省部级课题10余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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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诊法第一节望诊重点难点解析　　一、望神　　1．神的概念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
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神，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
狭义的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所谓望神，即医生接触病人时，要求经过短暂的观察就能对病人的目光神态，言谈举止，询问反应，
面色表情等，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得以了解病人精气的盛衰，分析病情的轻重，推测预后的吉凶。
《素问。
移精变气论》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说明了望神具有十分重要的诊断意义。
　　2．神与精、气的关系精、气、神为人身之宝，精充、气足、神旺，是健康的保证；精亏、气虚
、神耗，是衰老的原因。
因此，望神可以了解精气的盈亏。
这是因为神来源于先天之精，且神又靠后天之精的滋养。
精与神的关系体现在：精能生神，神能御精，精足则形健，形健则神旺，反之，精衰则体弱，体弱则
神疲。
气与神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气是生命的动力，气能生神，神能御气。
　　3．望神的重点神既是一身之主宰，必然于全身皆有表现，具体反映在人的双目、面色、表情、
动态、言语、意识等方面。
但望神却突出地表现于目光，这是因为目为五脏六腑精气之所注，内通于脑(脑为元神之府)，为肝之
窍，心之使，因而有“神藏于心，外候于目，，的说法。
特别是人的精神活动，往往首先流露于目光，所以诊察眼神的变化是望神的重点。
　　4．得神、失神、假神的概念及临床意义得神即有神，是精充气足神旺的表现。
得神的表现是：目光明亮，神采内含，神志清楚，语言清晰，面色荣润含蓄，表情自然；反应灵敏，
动作灵活，体态自如；呼吸平稳，肌肉不削。
这是正常人的神气，或虽病但精气未虚，脏腑功能未衰，病易治愈，预后良好。
　　失神即无神，是精损气亏神衰的表现。
失神的表现是：目暗睛迷，瞳神呆滞；神志昏迷，或言语失伦，或循衣摸床，撮空理线；面色晦暗，
表情淡漠呆板；反应迟钝，动作失灵，强迫体位；呼吸异常，大肉已脱。
病情发展见到失神，属于危重阶段，是脏腑功能衰败的表现，预后不良。
　　假神，则是垂危病人出现精神暂时“好转”的假象。
假神的表现是：久病重病之人，本已失神，但突然精神转佳，目光转亮，言语不休，想见亲人；或病
至语声低微断续，忽而清亮起来，或原来面色晦暗，突然颧赤如妆；原来毫无食欲，忽然食欲增强。
这是由于精气衰竭已极，阴不敛阳，以致虚阳外越，暴露出一时“好转”的假象，是临终前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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