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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中西医结合医师应试指导》严格按照《中西医结合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大纲》编写，编者认真研究了《大纲》后，弄清《大纲》对各知识点的要求，将《大纲
》中要求的知识点完整地体现在应试指导中。
本着简洁方便的原则，《大纲》没有要求的，应试指导尽量不涉及其内容，以便考生复习。
本应试指导完全按照《大纲》的单元、细目的顺序编写，同时结合21世纪统编教材，以篇章节的形式
出版，使应试指导密切结合教材所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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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阴阳互藏是阴阳二气升降交感合和的动力根源。
阴阳二气的升降运动而引起的交感相应、氤氲合和是宇宙万物生成与发展变化的根源。
（四）阴阳的消长阴阳之间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消长变化过
程中的，阴阳在这种消长变化中达到动态的平衡。
这种消长变化是绝对的，而动态平衡则是相对的。
比如，从子夜到中午，阳气渐盛，人体的生理功能逐渐由抑制转向兴奋，即阴消阳长；而从中午到子
夜，阳气渐衰，则人体的生理功能由兴奋渐变为抑制，这就是阳消阴长。
阴阳消长是阴阳变化的过程和形式。
阴阳双方在一定的限度内消长变化，反映了事物之间对立制约和互根互用关系的协调平衡。
在自然界可表现为其后的正常变化，在人体则表现为生命过程的协调和有序。
（五）阴阳的相互转化阴阳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即所谓物极必反。
比如，某些急性温热病，由于热毒极重，大量耗伤机体元气，在持续高热的情况下，可突然出现体温
下降，四肢厥冷、脉微欲绝等症状，就是由阳证转化为阴证的表现。
可以说，阴阳消长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阴阳转化则是质变的过程。
阴阳消长是阴阳转化的前提，而阴阳转化则是阴阳消长发展的结果。
（六）阴阳的自和与平衡阴阳自和是指阴阳双方自动维持和调节恢复其协调平衡状态的能力和趋势。
对生命体来说，是生命体内的阴阳二气在生理状态下自我恢复平衡的能力。
它是阴阳双方自动的向最佳目标的运动和发展，是维持事物或现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用来揭
示人体疾病自愈的内在变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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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中西医结合医师应试指导》：最精辟 最实用 最准确 最有效
权威执考用书13年经验指导全面覆盖大纲补充超纲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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