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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统考专业课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考研资料 

第一部分、考研历年真题汇编 

1-1、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医综合]2005-2022年考研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考研首选资料，分析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第二部分、考试大纲、高分复习笔记 

2-1、2023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考试大纲 

2-2、2023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医基础理论]高分复习笔记 

2-3、2023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药学]高分复习笔记 

2-4、2023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医内科学]高分复习笔记 

2-5、2023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针灸学]高分复习笔记 

2-6、2023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医诊断学]高分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第三部分、考研核心题库 

3-1、2024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医基础理论]考研核心题库 

3-2、2024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药学]考研核心题库 

3-3、2024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医内科学]考研核心研题库 

3-4、2024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针灸学]考研核心题库 

3-5、2024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中医诊断学]考研核心题库 

说明：专业课强化辅导班使用。最新最全考研复习题库，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首选。 

第四部分、模拟试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4-1、2024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三套模拟试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精心整理编写，共三套模拟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检验复习效果，冲刺首选。 

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四部分，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的真题及课件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如

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考研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中医基础理论》孙广仁，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学》高学敏，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周仲瑛，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学》石学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邓铁涛，人民卫生出版社 

 

二、本套考研资料适用院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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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五官科学/针灸推拿学/中

西医结合临床/全科医学（中医，不授博士学位）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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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备考信息 

 

浙江中医药大学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中医基础理论》孙广仁，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学》高学敏，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周仲瑛，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学》石学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邓铁涛，人民卫生出版社 

 

浙江中医药大学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五官科学/针灸推拿学/中

西医结合临床/全科医学（中医，不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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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考研大纲 

 

2023 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考研大纲 

 

2023年中医综合考研大纲 

Ⅰ考试性质 

中医综合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中医药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设置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招生考试

科目。其目的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所需要的中医药学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中医药学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考查目标 

中医综合考试范围为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和针灸学六部分。要求考

生比较系统地理解和掌握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能够运用中医学的理、法、方、

药，对临床常见病证进行辨证论治，有较好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

别为： 

1.熟悉记忆：根据试题，要求考生联想所熟悉、记忆的有关中医药学基础理论、诊法辨证、常用药物和方

剂的效用特点、配伍运用，以及临床常见病证的辨证论治规律等知识，运用科学、明晰的中医学术语，准

确地表述其概念和基本原理。 

2.分析判断：运用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及诊治的机制，并对不同的药

物、方剂和病证进行鉴别与判断。 

3.综合运用：通过对所学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能阐释有关的理论问题，并对临床常见疾

病进行正确的辨证诊断、立法、处方用药及调护。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中医基础理论 30题 

中医诊断学 30题 

中药学 30题 

方剂学 30题 

中医内科学 35题 

针灸学 25题 

四、试卷题型结构 

A型题 80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120分 

B型题 40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分 

X型题 6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20分 

Ⅳ考查内容 

一、中医基础理论 

（一）绪论 

1.中医学和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 

2.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奠基作用和意义。历代著名医家对中

医学理论的充实和发展。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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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1）整体观念：即对机体自身整体性和内外环境统一性的认识，体现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

和治疗等各方面。 

（2）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证的概念，辨证与论治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的含义及运用。 

（二）精气、阴阳五行 

1.精气学说 

（1）精气学说的基本概念。 

（2）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精气是构成宇宙的本原，精气的运动与变化，精气是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中

介，天地精气化生为人。 

（3）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对精气生命理论构建的影响、对整体观念构建的影响。 

2.阴阳学说 

（1）阴阳的基本概念及事物阴阳属性的相对性。 

（2）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交感互藏、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的含义及其在

自然界、人体生理、病理上的体现。 

（3）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

并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3.五行学说 

（1）五行的基本概念。 

（2）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五行的特性及事物五行属性的推演与归类，五行的生克、制化和乘侮。 

（3）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五脏与形体、官窍的关系，

并将自然界的变化与脏腑形体官窍联系起来，说明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与传变，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4.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特点及综合运用。 

（三）藏象 

1.藏象与藏象学说的含义，藏象学说形成的基础及主要特点。 

2.五脏、六腑、奇恒之腑各自的共同生理特点及区别。 

3.五脏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其在志、在液、在体和在窍。 

4.六腑的生理功能。 

5.脑、女子胞的生理功能。 

6.脏腑之间的关系：脏与脏之关系，包括心与肺、心与脾、心与肝、心与肾、肺与脾、肺与肝、肺与肾、

肝与脾、肝与肾、脾与肾的关系；脏与腑之间的关系，包括心与小肠、肺与大肠、脾与胃、肝与胆、肾与

膀胱的关系；六腑之间的关系。 

（四）气、血、津液 

1.气 

（1）气的基本概念。 

（2）气的生成。 

（3）气的生理功能。 

（4）气的运动和运动形式：“气机”的概念及气的升降出入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体现。 

（5）气的分布与分类：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的概念、组成、分布与主要功能。 

2.血 

（1）血的概念及生成。 

（2）血的功能及运行。 

3.津液 

（1）津液的概念及功能。 

（2）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脾、肺、肾及三焦在津液代谢中的作用及调节机制。 

4.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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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和血的关系：气能生血，气能行血，气能摄血，血为气母。 

（2）气和津液的关系：气能生津，气能行（化）津，气能摄津，津能载气。 

（3）血和津液的关系：津血同源。 

（五）经络 

1.经络的概念及经络系统的组成。 

2.十二经脉的名称、走向与交接规律、分布规律、表里关系及流注次序。 

3.十二经脉的循行部位。 

4.奇经八脉的含义、循行部位及生理功能。 

5.经别、别络、经筋、皮部的含义及生理功能。 

6.经络的生理功能及经络学说的应用。 

（六）病因与发病 

1.病因 

（1）中医学病因分类的沿革及中医认识病因的方法。 

（2）六淫的含义，六淫致病的一般特点，六淫外感与内生“五邪”之区别。 

（3）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邪各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 

（4）疠气病邪的含义及致病特点。 

（5）七情内伤的基本概念及致病特点。 

（6）饮食不节的致病特点及病理表现。 

（7）劳逸损伤的致病特点及病理表现。 

（8）痰饮、淤血、结石的概念、形成原因及其致病特点。 

2.发病机制 

（1）邪正与发病：邪气和正气的概念及其在疾病发生、发展和变化中的关系。 

（2）内外环境与发病的关系。 

（七）病机 

1.病机的概念及其层次。 

2.邪正盛衰病机 

（1）邪正盛衰与疾病的虚实变化：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真虚假实，真实假虚；由实转 

虚；因虚致实；虚实夹杂等。 

（2）邪正盛衰与疾病的转归：正胜邪退，邪胜正衰，邪正相持，正虚邪恋，邪去正不复。 

3.阴阳失调病机 

（1）阴阳失调病机的概念。 

（2）阴阳失调病机的内容：阴阳偏胜、阴阳偏衰、阴阳互损、阴阳格拒、阴阳亡失等病机的概念、特点、

形成原因及病理表现。 

4.气血失常病机 

（1）气血失常病机的概念。 

（2）气血失常病机的内容 

气的失常：气虚、气机失调（气滞、气逆、气陷、气闭和气脱）；血的失常：血虚、血瘀、血热；气和血

互根互用的功能失调：气滞血瘀、气不摄血、气随血脱、气血两虚、气血不荣经脉等场机的概念、形成原

因及病理表现。 

5.津液代谢失常病机 

（1）津液代谢失常病机的概念。 

（2）津液代谢失常病机的内容：津液不足，津液的输布、排泄障碍，津液与气血的功能失调，津停气阻、

气随液脱、津枯血燥、津亏血瘀等病机的概念、形成原因及病理表现。 

6.内生“五邪”病机 

（1）内生“五邪”病机的含义。 

（2）内生“五邪”病机的内容：风气内动（肝阳化风、热极生风、阴虚风动、血虚生风、血燥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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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从中生、湿浊内生、津伤化燥、火热内生等的概念、形成原因及病理表现。 

7.经络病机 

（1）经络病机的概念。 

（2）经络病机的内容：经络气血偏盛偏衰、经络气血逆乱、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经络气血衰竭等的概念

及病理表现。 

8.脏腑病机 

（1）脏腑病机的概念、脏腑病机学说的形成及沿革。 

（2）五脏的阴阳气血失调：心阳心气的失调、心阴心血的失调，肺气的失调、肺阴的失调，脾阳脾气的

失调、脾阴的失调，肝气肝阳的失调、肝血肝阴的失调，肾的精气不足、肾的阴阳失调等病机的形成原因

及病理表现。 

（3）六腑功能失调病机的形成原因及病理表现。 

（4）奇恒之腑脑、髓、骨、脉、女子胞等功能失调的形成原因及病理表现。 

（八）防治原则 

1.预防 

（1）未病先防：调养身体，提高正气抗邪能力；防止病邪侵害。 

（2）既病防变：早期诊治，根据疾病传变规律，先安未受邪之地。 

2.治则 

（1）治则的概念、治则与治法的关系。 

（2）治病求本：标和本的含义，治病必求于本的重要意义，正治与反治的含义及其适应范围；治标与治

本的运用方法及其适应范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本兼治。 

（3）扶正与祛邪的基本概念、适应范围及其应用原则和方法。 

（4）调整阴阳：调整阴阳的概念和原则，损其偏盛的基本方法及其适应范围，补其偏衰的基本方法及其

适应范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阳中求阴”，“阴中求阳”等法则的含义

及应用。 

（5）调整脏腑生理功能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6）调理气血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7）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含义及其运用。 

二、中医诊断学 

（一）绪论 

1.中医诊断学的主要内容：四诊、辨证、辨病、病案书写。 

2.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司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达变。 

3.中医诊断的基本法则：整体审察、四诊合参、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4.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史。 

（二）望诊 

1.望诊的概念和原理。 

2.望神：得神、失神、假神及神乱的表现与临床意义。 

3.望色：常色和病色的概念，面部的脏腑分属部位，五色的主病，望色十法的内容。 

4.望形体：强、弱、胖、瘦及常见畸形的表现与临床意义。 

5.望姿态：常见异常姿态的表现与临床意义。 

6.望头面五官：头面与发、目、鼻、耳、口与唇、齿龈及咽喉的常见异常表现与临床意义。 

7.望躯体：颈项、胸胁、腹、背部、腰部及四肢的常见异常表现与临床意义。 

8.望二阴：前阴、后阴的常见异常表现与临床意义。 

9.望皮肤：全身皮肤色泽变化及斑疹、白（?）、痈、疽、疔、疖等的表现与临床意义。 

10.望排出物：痰涎、呕吐物、大便、小便等色、质、量变化的内容与临床意义。 

11.望小儿食指络脉：望食指络脉的方法及常见食指络脉变化的临床意义。 

12.望舌：舌诊的原理；舌诊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舌诊的内容，正常舌象的特征及其生理变异，望舌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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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统考 307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考研核心笔记 

 

《中医基础理论》考研核心笔记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医学 

考点：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考点：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1.中医学 

（1）中医学 

是产生于中国，经过数千年发展所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尤其具有丰富诊疗手段及养生康复方法

的科学。 

（2）中医学学科属性 

中医学中医学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相交融的医学科学。 

①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②具有社会科学特性 

③受到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④是多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 

（3）中医学内容 

①中医基础理论 

②中医预防医学 

③中医临床医学 

（4）中医基础理论 

是研究阐发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学科。 

①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②中医对正常人体的认识 

③中医对疾病的认识 

④中医养生和诊疗疾病的原则 

 

 

2.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 

先秦、秦、秦汉时期： 

代表作：《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中医在人体结构、生理、病因、病机、诊法、方剂、中药等各个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标

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基本确立。 

①《黄帝内经》 

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中医理论形成的标志。包括： 

《素问》 

《灵枢》 

共收集论文 162篇 

②《难经》 

八十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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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为扁鹊（秦越人）所著：独取寸口、五腧穴理论、命门三焦理论。 

脏腑、经络、脉学、病理、针法 

③《伤寒杂病论》 

创立辨证论治医疗体系，奠定临床医学的基础。后世尊张仲景为“医圣”，其书尊为“方书之祖”。 

分为：《伤寒论》 

《金匱要略》 

四诊、八纲、八法 

④《神农本草经》 

现存最早中药学专著,载药 365种: 

a.上、中、下三品，是中国药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法； 

b.中药药性理论；四气、五味 

c.七情和合 

（2）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①魏晋隋唐时期（临床专科）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现存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 

晋·王叔和《脉经》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论述了 24种病脉。 

晋·皇甫谧 

《针灸甲乙经》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晋·葛洪《肘后方》 

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唐·苏敬、李勣《新修本草》 

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唐·王焘《外台秘要》 

②宋金元时期（突破性） 

a.南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创立“三因学说”。 

b.北宋·王惟一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 

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 

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16834方 

宋政府（陈师文、裴宗元、陈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第一部药典） 

南宋·宋慈《洗冤集录》（1247年）是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金元四大家 

a.刘完素创河间学派，倡导火热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寒凉派、主火派 

b.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倡“邪非人身所有，邪去则正安”，善用汗、吐、下三法攻邪治病—

攻邪派（攻下派） 

c.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倡“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以调理脾胃为主—补土派（脾胃学

派） 

d.朱震亨（字彦修，后人尊为朱丹溪），“郁症”“百病多因痰作祟”，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善用滋阴降火治疗杂病—养阴派 

③明清时期（综合汇通、深化发展） 

a.集大成著作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1892药、11096方、1109图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 

明·楼英《医学纲目》 

明·朱木肃《普济方》61739方，古医书收方最多 

b.理论创新 

王清任《医林改错》改正前人解剖错误，发展瘀血致病理论 

明代命门学说：张介宾《景岳全书》《类经》、赵献可《医贯》 

c.温病学说与温病四大家 

吴有性（字又可）《温疫论》，明确提出温病病因为“戾气”，传染途径为口鼻吸受。 

温病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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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温热论》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 

吴瑭（字鞠通）《温病条辨》创立温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体系。 

薛生白《湿热条辨》 

王孟英《温热经纬》 

④近代、现代（继承与创新） 

a.30年代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集古今中医学大成； 

b.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西医学汇通专著； 

c.当代《内经讲义》《中医学基础》《中医基础理论》 

 

3.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1）整体观念 

①概念：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事物与事物之间亦密切联系，

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的有机整体。 

②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

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必然

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影响，这就要求人们在医疗实践中，必须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

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③内涵：整体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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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二是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2）辨证论治 

①相关概念 

a.病，即疾病。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 

b.症，即症状和体征的总称，是疾病过程中患者的临床表现 

c.证，即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概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及

邪正关系等 

②辨证论治 

a.辨证，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

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以探求疾病的本质。 

b.论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③辨证要点 

a.辨清疾病的原因 

b.辨清疾病的部位 

c.辨清疾病的性质 

d.辨清病变的邪正关系 

④辨证论治内涵 

以症辨证，以症辨病，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重在辨证 

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 

意义： 

a.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其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其病情处

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表现的证不同，因而治法亦不一样。 

b.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和相同的证，因而也可采用

相同的方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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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古代哲学精与气的基本概念和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 

考点：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和阴阳及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 

考点：阴阳学说的起源与形成和阴阳属性的归类 

考点：就阴阳属性划分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考点：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和阴阳学说在中医学的运用 

考点：五行及五行学说的基本概念 

考点：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考点：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研究精气的内涵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及其发展变化的一

种古代哲学思想。 

 

1.古代哲学精与气的基本概念 

精与气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基本上是同一的。 

认为精与气是同一物者： 

《周易·系辞上》认为宇宙万物由精气构成。 

《管子·心术下》认为精即精微的、能够运动变化的气。 

《淮南子》称气为精，认为精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原始精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共同物质基础。 

认为精是气的精华部分者： 

《淮南子·精神训》说：“烦气为虫，精气为人” 

精气与烦气相对而言，精气指气中的精华部分，烦气指气中的繁杂部分。 

《论衡》：“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 

认为精是气的最精微的部分，是构成人体及其道德精神的精微之气。 

上述各家，皆认为精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且与气的内涵是同一的。 

（1）精的基本概念 

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与“气”同义，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指肉眼看不见形质）

而运动不息的极细微物质，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 

精的概念源于“水地说” 

自然界的水即天地之精，万物赖以生长发育之根源，因而在“水地说”的基础上引申出“精”的概念，

嬗变为精为万物之原。 

人类自身的繁衍，是男女生殖之精相结合而成，亦可说成是水凝聚而成。水，即精，凝停相合而为人。 

（2）气的基本概念 

气，在古代哲学中，指存在于宇宙之中的不断运动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

本原。 

气的概念源于“云气说” 

云气是气的本始意义。 

《说文》：“气，云气也” 

古代哲学精气概念的形成，是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察结果。 

远取诸物—观察自然界的各种变化 

近取诸身—观察人体自身的生命现象 

（后人谓之“取象比类”“取象自然反观人体”） 

结论：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01 页 共 614 页 

 

《中药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章  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原始社会药物的起源（远古——公元前 21世纪） 

考点：中药学的发展 

 

考研核心笔记 

1.原始社会药物的起源（远古——公元前 21世纪） 

中药的起源——即药食同源 

此时期的特点：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学知识 

 

2.中药学的发展 

这部分内容分为十个时期讲述，每个时期按下列内容介绍： 

（1）秦汉时期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 

①成书年代：东汉末年 

②著者：假托神农，若干医家集体创作。 

③内容简介及主要贡献： 

a.载药 365种。 

b.在药物分类方面：创“三品分类法” 

c.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药学专著。 

d.初步奠定了我国中药学基础。 

e.所载药物都确有实效。 

（2）两晋南北朝时期 

《本草经集注》 

①成书年代：南北朝·梁代 

②著者：陶弘景（公元 456～536） 

③内容简介： 

a.收藏方药数量：载药 730味 

b.创用了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新方法 

（3）隋唐时期 

《新修本草》（简称《唐本草》） 

①成书年代：唐代－唐显庆 4年（公元 659年） 

②著者：苏敬、李勣等 23人。 

③内容简介： 

a.收藏方药数量：844 种（730味+114味） 

b.图文对照的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 

c.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 

（4）宋金元时期 

宋代官修本草学著作有： 

《开宝本草》 

《嘉祐补注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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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本草》（附 900 多幅药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本草图谱）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①年代：宋代 

②著者：唐慎微 

③内容简介： 

a.收藏方药数量：1558种，附方 3000余首 

b.每药均有药图和图经。 

c.为后世保存了古代方药文献资料。 

（5）明代 

《本草纲目》 

①成书年代：明代（公元 1578年） 

②著者：李时珍 

③内容简介： 

a.载药 1892种。 

b.按药物自然属性分为 16 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

兽、人），62类。 

c.总结了 16世纪以前我国人民用药的经验和知识。 

（6）清代 

《本草纲目拾遗》 

①成书年代：清代(公元 1765年) 

②著者：赵学敏 

③内容简介： 

a.收藏方药数量：载药 921种，新增药物 716种。 

b.对《本草纲目》中的药物备而不详的加以补充，错简处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7）民国时期 

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年）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医学辞书。 

（8）新中国成立后 

①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 

《神农本草经》 

《新修本草》（残卷） 

《证类本草》 

《滇南本草》 

《本草精品汇要》 

《本草纲目》 

②反映当代本草学学术成就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药志》 

《全国中草药汇编》 

《中药大辞典》 

《原色中国本草图鉴》 

目前中药总数达 8000 种左右。 

《中药大辞典》 

成书于 1975年。 

作者：江苏新医学院。 

全书分上、下册及附编三部分，共收载中药 5767 种，全书内容丰富、资料齐全、系统，引文直接标

注最早出处，或始载文献，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建国以来中药最全面的巨型工具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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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中药的产地与采集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道地药材的含义 

考点：道地药材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考点：道地药材发展对策 

考点：适时采收的意义 

考点：采收时期的方法 

考点：产地加工的意义 

考点：产地加工方法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产地 

1.道地药材的含义 

道地药材：是指来自特定适宜的产区、生产历史悠久、栽培和加工技术精细、质量优良、产量宏丰、

疗效显著的药材。从其含义可知，道地药材是优质药材的代名词，是鉴定药材品质优劣的综合性标准。 

 

2.道地药材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品种退化严重。原因：一是田间管理过程中，药农为追求高产，长期大剂量施用无机肥以及植

物生长素，促使其生长速度加快，扰乱了其自有的生物学特性，从而使品种退化：二是人为的改变其生态

环境。三是不重视对优良品种的选育。这是造成道地药材品种退化的根本原因。 

①“公害”问题较为普遍。 

②加工规格无创新。 

③缺乏“品牌”意识。 

④生产带有盲目性。 

 

3.道地药材发展对策 

（1）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2）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培育优良品种 

（3）用 GAP标准规范其栽培种植。 

（4）实施“品牌”营销战略。 

【核心笔记】采收 

1.适时采收的意义 

中药中植物药占绝大多数，采收主要是针对植物药的采收。 

 

2.采收时期的方法 

决定药用植物的采收时期的主要依据： 

植物有效成份的含量，药用部分的产量。 

只有从这两点考虑，才能选择出最适合的采收期。 

（1）根及根茎： 

根及根茎类的药用植物，从种到收，其种类不同采收年限各异。 

（2）皮类（树皮和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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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树皮时期：春末夏初。因为：a.此时植物生产旺盛，皮部养分和树液增多；b.形成层细胞分裂快，

皮部和木部易于分离；c.剥取树皮后伤口较易愈合。 

方法：半环状剥取、条状剥取、砍树剥取 

②根皮：秋季采收。 

（3）叶类： 

宜在植物生长是旺盛，花未开放或果实未成熟前采收。因为：此时光合作用最旺盛，有效成份高，若

一旦开花、结实，叶肉组织中贮藏的物质便转移到花和果实中，影响质量和产量。 

（4）花类： 

多在花蕾含苞待放或花朵初开时采收。如已盛开，则花易散落、破碎、失色、香气逸散而影响质量。 

（5）果实类： 

多在自然成熟或将成熟时采收。亦有少数在未成熟时采收（枳壳、枳实），有些须在成熟经霜后采摘

为佳（山茱萸变红、川楝变黄）。 

过早，肉薄产量低，过迟，肉松泡，影响质量，果实成熟期不一致，要随熟随采。（木瓜） 

（6）种子类： 

药用种子多在将成熟时采摘。因为这时种子发育旺盛，子粒饱满，有效成份高。过余成熟，以免种子

散落。 

（7）全草类： 

多在植物生长是旺盛而将开花前，或花蕾将放而未盛开前割取。（薄荷、藿香） 

【核心笔记】加工 

1.产地加工的意义 

意义： 

（1）可防止霉烂腐败，便于贮藏和运输。 

（2）剔除杂物及质劣部分，保证药材质量，提高临床疗效。 

（3）按药材和用药的需要，进行分级和其它技术处理，有利于炮制和药用。 

 

2.产地加工方法 

根及根茎类： 

（1）大小分档：按不同大小分在若干等级，便于加工。如贝母、玄胡。 

（2）清洗：洗净泥土，除去毛须。也可不洗使泥土自行脱落，或通过搓、撞等方法。 

（3）刮皮：如：桔梗、芍药（后）使颜色洁白防止变色。 

（4）切片：凡质坚、不易干燥的，则在采收后除去残茎和毛须，洗净，呈鲜切成片，晒干。如：大

黄、玄参、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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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章  导言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医内科学”定义 

考点：中医内科疾病的分类 

考点：中医内科疾病的命名 

考点：中医内科疾病的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中医内科学术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1.“中医内科学”定义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并采用中药治疗为主的一

门临床医学。它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病理生理学说为指导，系统的反映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因

而是中医学学科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其他学科的基础，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专业课。 

起源与发展: 

（1）萌芽阶段——殷商时期 

（2）奠基阶段——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①始于战国而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始一部划时代的医学著作，全面的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

就，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体现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对内科疾病分别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生理系

统，风、寒、暑、湿、燥、火等病因，以及疾病的临床表现特点来加以认识，为后世内科疾病的分类与命

名打下了基础。 

②东汉张仲景总结前人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包括理、法、

方、药在内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和脏腑辨证论治理论体系。 

（3）充实阶段——魏晋至金元时期 

（4）成形阶段——清明时期 

【核心笔记】中医内科疾病分类、命名及其特点 

1.中医内科疾病的分类 

外感病：伤寒六经病证、温病卫气营血证、三焦病证 

内伤病:脏腑病证、气血津液病证、肢体经络病证 

 

2.中医内科疾病的命名 

以病因命名的中风、中暑、虫证等 

以病机命名的郁证、痹证、厥证等 

以病理产物命名的痰饮等 

以病位命名的胸痹、肝着、、肾着、肺痈等 

以主症命名的咳嗽、喘证、呕吐、泄泻、眩晕等 

以主要体征命名的黄疸、积聚、水肿、鼓胀等 

 

3.中医内科疾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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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内科外感疾病的特点 

（2）中医内科内伤杂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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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中医内科疾病辩证论治纲要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辨证原则、治疗原则 

考点：六气和六淫的基本概念 

考点：六淫的致病特点 

考点：辨证论治、概述 

考点：辨证论治、概述 

考点：脏象与病能、辨证论治 

考点：气病、血病 

考点：气血合病 

考点：痰病、饮病 

 

考研核心笔记 

1.辨证原则 

（1）全面分析病情 

（2）掌握病证病机特点 

外感时病主要应按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进行证候归类。 

内伤杂病: 

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脾（胃）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辨证分析 

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胆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的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3）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①辨证 

②辨病 

③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2.治疗原则 

（1）调节整体平衡原则 

①调节整体平衡可以从调整阴阳入手 

②调节整体平衡，还要求对各种治疗措施和方药的运用都应适可而止，不可矫枉过正，以防机体出现

新的不平衡。 

（2）审证求机论治原则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就是审证求机论治在临证中的基本应用。“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

说明“证”是决定治法方药的最可靠依据。 

（3）明辨标本缓急原则 

在临证时必须分清疾病的标本、至次、轻重缓急，而采取“甚者独行，间者并行”，也就是“急则治

其标，缓则治其本”和“标本同治”的方法进行治疗，这就是明辨标本缓急治疗原则。 

急则治其标：是指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紧急危重的证候，影响到病人的安危时，就必须先

行解决，而后再治疗其本的原则。 

缓则治其本：是指再病情缓和的情况下，应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因为表病产生于本病，本病解决了，

标病自然随之而解。 

标本同治：在标本俱急的情况下，须采取标本同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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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握动态变化原则 

把握动态变化治疗原则，在外感方面的应用： 

初期阶段——邪气正盛，正气未衰，病较轻浅，可急发散祛邪； 

中期阶段——病邪深入，病情加重，更当着重祛邪减其病势； 

后期阶段——邪气渐衰，正气未复，既要继续祛除余邪，又要扶正以祛邪，使邪去正复。 

（5）顺应异法方宜原则 

因时治宜：治疗应结合不同季节、不同时辰的特点，考虑用药的原则，称为“因时治宜”。 

因地治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称“因地治宜”。 

因人治宜：根据病人年龄、体质、性别、生活习惯等不同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称为“因人

治宜”。 

（6）据证因势利导原则 

据证因势利导原则要求顺其病势，就近祛邪，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 

（7）先期治疗未病原则 

未病先防：是指对有可能发生疾病的个体和人群，及早提出预防措施，运用药物陪补人体得正气，预

防疾病发生的方法。 

既病防变：是指医者可根据疾病传变规律，防其传变对可能受到传变的脏腑和可能受到影响的气血津

液，采取预防措施，阻断和防止病变的发展和传变，把病变尽可能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以利于疾病的彻底

治疗，取得最好的疗效。 

（8）重视调摄护理原则 

恰当的调护，有利于正气的恢复、邪气的祛除和促进病人早日康复。忽视调摄护理，不仅会延误康复

时间，还会出现“食复”、“劳复”等情况，以致病情反复，因此，必须重视调摄护理。 

【核心笔记】外感六淫病证辨治概要 

1.六气和六淫的基本概念 

六气：在正气情况下，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六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统称为“六气”。 

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邪气，统称为六淫病邪。 

 

2.六淫的致病特点 

（1）六淫引起的疾病，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2）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人体的各体差异，虽在同一季节里，也可感受不同的病邪而发生

不同的疾病。 

（3）六淫致病，既可以是单一的，更多是混合的 

（4）六淫之邪侵入人体后，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转化 

 

3.辨证论治 

（1）风 

风邪的致病特点有四： 

①风性轻扬 

易于侵犯人体的上部和肌表，故临床常见头痛，感冒等病证。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伤于风者，

上先受之”。 

②风性疏泄 

其侵袭人体，可使肌腠开泄，故多见恶风，自汗等症状。 

③风性善动 

其临床表现多见动摇不定，所谓：“风胜则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如痉证的四肢抽搐，

颈项强直，甚至角弓反张，即属于风。 

④风性善行而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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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学》考研核心笔记 

 

绪言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针灸学特点 

考点：针灸学的发展简史 

考点：针灸学的对外交流 

考点：针灸学的特点和学习方法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概述 

针灸学的概念：针灸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经络、腧穴及刺灸方法，探讨运用针灸防治疾病规

律的一门学科。它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经络、腧穴、刺法灸法及针灸治疗。 

针灸学的定义被归纳为“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刺和艾灸防治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从针灸所

包含的内容来看，此概念不够准确全面，它仅仅考虑针灸治疗一个方面，将其归为针灸治疗学的定义似乎

更为恰当，经络、腧穴、操作技能等都是针灸学的研究范畴，在定义中应有所反映。 

 

1.针灸学特点 

针灸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医学，之所以历经沧桑而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特有的魅

力，充满古奥神奇的色彩，是因为针灸具有如下特点： 

（1）广，疗效独特 

1979年，WHO就列出适宜针灸治疗的 43种疾病名称。目前据统计，可用针灸治疗的病证已达 300种，

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各科，其中对 100 种左右的病证有较好或很好的疗效。 

（2）操作方便，经济安全 

针灸疗法使用器具极为简单，除针、艾和消毒材料外，所需其他物品不多，用具可随身携带，随时随

地应用，加之费用低廉，容易推广。对人体不会产生副作用，更无毒性作用，是任何药物疗法难以相比的。 

 

2.针灸学的发展简史 

（1）针法的起源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古代最原始的针刺和切割用具称为“砭石”。《说文》：“砭，

以石刺病也。”这是一些经过磨制而成的锥形或楔形的小石器，用来叩击皮肤的一定部位，浅刺出血和割

治排脓，古代原始社会的人类当身体某处有了痛楚时，很自然地会用手去揉按捶击，以减轻或解除痛苦，

当其发现用一种石器叩击身体某部位或放出一些血液时疗效更为显著，从而创造了砭刺疗法。砭石之外，

古代还有骨针和竹针的应用。 

（2）灸法来源于我国北部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北方气候寒冷，当人类知道用火以后，一些风湿痛

之类的患者，很自然地会进行烤火取暖。可能偶尔被火烧伤了某处，结果却减轻或“治愈”了某种病痛，

于是就发明了灸法。据考古证明，我国在距今 50 万年前就已开始用火（从北京周口店发掘北京人的含骨

化石的地层中，发现有遗留的灰烬，为灸法提供了依据）。灸法所用的材料，最初很可能是利用一般的树

枝等燃料来烧灼、烫、熨，后来才专门选用了艾绒。经过长期积累经验，创造了灸法和热熨疗法。 

（3）到仰韶文化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畜牧业比较发展，已广泛地饲养牛羊等有角的动物，这对

与拔罐疗法的创造有着密切的关系，故拔罐疗法，古称角法。 

（4）针灸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大致上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针灸学理论体系的肇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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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由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各种学术思

想的进步，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进了针灸学从实践经验向理论高度的深化，针刺工具由砭石、骨针、竹

针发展到了金属工具，从而扩大了针刺医疗实践范围，使针灸学术飞跃发展。1968年在河北满城的西汉刘

胜墓(公元前 113 年)中出土了 4 根金针和 5 根残损的银针，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九针的一部分原形。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对十一经脉的

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法进行了论述，这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文献，撰于先秦，反映了对经络系统认识

的早期面貌。 

②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 

主要从战国到秦汉，以《内经》成书为标志。 

《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

疾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也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对经脉病候也有详细

具体的论述，而且对奇经八脉有所认识。在腧穴理论方面，也有较为完整的论述，论及穴名约 160个，对

特定穴理论阐述较详，为后世腧穴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刺灸法（补泻手法）方面有系统详尽的论述，《内

经》列有 100多种病症，其中绝大多数疾病都是应用针灸治疗，特别在《灵枢》中显得更为突出，因此《灵

枢》又有《针经》之名。 

《难经》：是继《内经》之后的又一部医学经典著作。该书大约成书于汉代，进一步丰富充实了针灸

学的基础理论，在阐述经络学说中的奇经八脉理论，腧穴学中的八会穴、五腧穴理论，刺灸学中的针刺补

泻手法、得气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其八会穴理论对五输配属五行的五门十变理论，成为子午流注针法的

理论基础，特别是关于双手配合操作和得气问题的见解以及提出的“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补泻配

穴原则等使针灸基础理论更加系统和全面。 

此外，华佗创立了“华佗夹脊穴”；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许多针灸处方，

主张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这些成就都丰富了针灸学的理论体系。 

③针灸学术的发展时期 

主要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到明代，以《针灸甲乙经》成书为标志。 

《针灸甲乙经》：魏晋的著名医家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

考《难经》有关文献，撰成该书。全书共收了 349穴，按脏腑、气血、经络、腧穴、脉诊、刺灸法和临床

各种病证针灸治疗等次序编辑，成为我国现存最早而较全面的系统性针灸专著。 

纵观我国一千多年以来的许多针灸学家，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建树，无不导源于这三部经典著作，无不

是对三书内容的补充和发挥。因此这三书是针灸学共同的学术渊源和理论基础，在针灸学上的成就及影响

最为深远。 

随后，针灸学派辈出，针灸理论更加完善。从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到明代，

由于各家针灸学说和学派的不断涌现，使针灸医学得到了长足的进展。 

例如： 

隋、唐两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 

宋元时期：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医滑伯仁的《十四经发挥》。 

明代：徐凤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汪机的《针灸问对》；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等。特别是《针灸大成》，可谓是继《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第三次总结。 

④针灸学术的低谷时期 

清代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在民间还是有所发展。吴谦等编辑的《医宗金

鉴》一书中有“刺灸心法要诀”，专论以歌诀为主，配合插图，图文并茂，颇切实用。针灸名医李学川公

元 1822 年撰《针灸逢源》，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并完整地列出了 361 个经穴，其仍为今之针灸学

教材所取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入侵，在各地设立教会医院和西医学院校，排斥和歧视中医学；

更有甚者，国民党时期竟有人提出废除中医的议案。然而，由于中医针灸疗法的经济、方便和具有良好的

疗效，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因此，针灸依然在民间得到广泛的应用。 

⑤针灸学术的繁荣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制定了发展中医的政策，中医针灸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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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医院校、中医医院和研究机构，针灸学成为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针灸科是必设

的科室。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各中医院校先后建立了针灸系，使用了全国统一的针灸学教材，并逐渐开

展了针灸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形成了针灸学教学、医疗、科研的完整体系。随着针灸事业的蓬勃

发展，针灸教学、医疗和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5）针灸学发展简史小结 

①理论的初始→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 

②理论形成→《内经》对针灸的第一次总结 

③学术发展 

④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对针灸的第二次总结，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收录了 349个穴位 

⑤元—滑伯仁《十四经发挥》。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对针灸的第三次总结 

⑥学术低谷时期 

⑦清代李学川《针灸逢源》 

⑧学术繁荣时期 

 

3.针灸学的对外交流 

针灸虽然起源于我国，但是为国外人民的保健事业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公元六世纪针灸医学已传

入朝鲜、日本等国，16 至 17 世纪传入欧洲。现在世界上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针灸治病，在全球范

围内已形成了学习针灸的热潮。1987 年 11 月在我国北京召开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世

界针灸学术大会，将其总部设在北京，由此肯定了我国针灸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标志着针灸医学成为世

界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针灸学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4.针灸学的特点和学习方法 

针灸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以中医基本理论为基础，又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内

容十分丰富。因此，它需要雄厚的针灸学术理论基础和广博的学识。由于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所以针灸学的各个环节，尤其是针灸临床必须重视中医理论的指导作用。作为针灸工作者，除了熟悉

针灸操作技术以外，还必须通晓中医基础理论，掌握辨证施治的本领，更因为针灸的临床应用范围广，理

论研究的涉及面宽，还必须重视同其他学科（内、外、妇、儿科知识及西医解剖学）的结合，才能学好针

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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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经络总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十二经脉 

考点：奇经八脉 

考点：十五络脉 

考点：十二经别和十二经筋 

考点：皮部 

考点：经络的作用 

考点：经络的临床应用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经络系统的组成 

 

 

1.十二经脉 

（1）十二经脉的命名 

 

（2）十二经脉的分布规律 

①总规律:左右对称地分布于头面、躯干、和四肢。 

②阳经:六腑-四肢外侧及头面、躯干。 

阴经:六脏-四肢内侧及胸腹 

（3）十二经脉表里属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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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断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篇  绪论 

 

第 1章  中医诊断学的原理及其原则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诊断学原理 

考点：诊断学原则 

 

考研核心笔记 

1.诊断学原理 

（1）对于人体疾病的诊断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认识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指导实践。而望、闻、问、

切四诊，是认证识病的主要方法。 

（2）人体疾病的病理变化，大都蕴藏于内，仅望其外部的神色，听其声音，嗅其气味，切其脉候，

问其所苦，而没有直接察病变的所在，为什么能判断出其病的本质呢？其原理就在于“从外知内”（《灵

枢·论疾诊尺》），亦即“司外揣内”（《灵枢·外揣》）。 

（3）“视其外应，测知其内”，“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这是前人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我

国先秦的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许多事物的表里之间都存在着相应的确定性联系。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每一

事物都与周围事物发生一定联系，如果不能直接认识某一事物，可以通过研究与之有关的其它事物，间接

地把握或推知这一事物。同样，机体外部的表征与体内的生理功能必然有着相应关系。通过体外的表征，

一定可以把握人体内部的变化规律。脏腑受邪发生病理变化必然会表现在外。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一定

的、相应的外在病形，即表现于外的症状、体征、舌象和脉象。因此，可以运用望、闻、问、切等手段，

把这些表现于外的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等有关资料收集起来，然后分析其脏腑病机及病邪的性质，以

判断疾病的本质和征候类型，从而做出诊断。 

 

2.诊断学原则 

对于疾病诊断的过程，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对疾病有所认识，才能对疾病进行防治。要正确的认识疾

病，必须遵循三大原则。 

（1）审察内外，整体察病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脏腑与外在体表、四肢、五官是统一

的；而整个机体与外界环境也是统一的，人体一理发生病变，局部可以影响全身，全身病变也可反映于某

一局部；外部有病可以内传入里，内脏有病也可以反映于外；精神刺激可以影响脏腑功能活动，脏腑有病

也可以造成精神活动的异常。同时，疾病的发展也与气候及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在诊察疾病时，首

先要把患者的局病看成是患者整体的病变，既要审察其外，又要审察其内，还要把患者与自然环境结合起

来加以审察，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所以说，审察内外、整体察病是中医诊断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2）辨证求因，审因论治 

辩证求因，就是在审察内外、整体察病的基础上，根据患者一系列的具体表现，加以分析综合，求得

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从而审因论治。所谓辨证求因的“因”，除了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等通常的致

病原因外，还包括疾病过程中产生的某些症结，即问题的关键，作为辩证论治的主要依据。这就要求根据

病人临床表现出的具体证候，从而确定病因是什么？ 

（3）病位在何处？其病程发展及病变机理如何？ 

如病人自诉发热，我们还不能得出辨证结果，只有进一步询问有无恶寒头痛，是否疾病初起，检查是

否脉浮、舌苔薄白等，才可以初步确定是外感表证发热还是内伤里证发热。若是外感表证发热，还要进一



 

                                                                          考研精品资料 

 第 527 页 共 614 页 

步辩证到底是外感风热，还是外感风寒。假如有舌红、口渴、脉浮数、发热重、恶寒轻，就可知其发热为

外感风热证，从而为治疗指出方向。由此可知，仔细地辨证，就可对疾病有确切认识，诊断就更为正确，

在治疗上就能达到审因论治的较高境界。 

（4）四诊合参，从病辨证 

诊断疾病要审察内外，整体察病。那么就要对患者做全面详细的检查和了解，必须四诊合参，即四诊

并用或四诊并重。四诊并用，并不等于面面俱到。由于接触患者的时间有限，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有目的、

系统地重点收集临床资料，才不致浪费时间。四诊并重，是因为四诊是从不同角度来检查病情和收集临床

资料的，各有其独特的意义，不能相互取代。只强调某一诊法而忽视其它诊法都是不能全面了解病情，故

《医门法律》说：“望闻问切，医之不可缺一”。此外，疾病是复杂多变的，征候的表现有真象，也有假

象，脉症不一，故有“舍脉从症”和“舍症从脉”的诊法理论。如果四诊不全，就得不到全面详细的病情

资料，辨证就欠准确，甚至发生错误。 

（5）从病辨证，是通过四诊合参，在确诊疾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包括病名诊断和证候辨别两个方

面。例如感冒是一病名诊断，它又有风寒、风热、暑湿等证候的不同，只有辨清病名和征候，才能进行恰

当的治疗。这里，要弄清病（病名）、证（证候）、症（症状）三者的概念与关系。病是对病症的表现特

点与病情变化规律的概括。而证，即证候，则是对病变发展某一阶段病人所表现出一系列症状进行分析、

归纳、综合，所得出的有关病因、病性、病位等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概括。一个病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征候；

而一个证候亦可见于多种病。 

（6）症，即症状，是病人在疾病过程中出现的背离正常生理范围的异常现象。征候由一系列有密切

联系的症状组成。因而可以更好地反映病变的本质。祖国医学强调辨证论治，但这不等于不要辨病，应该

把辨病和辨证结合起来。才可作出更确切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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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中医诊断学发展简史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医诊断学发展简史 

 

考研核心笔记 

 

中医诊断学，是历代医家临床诊病经验的积累，它的理论和方法起源很早。公元前五世纪著名医家扁

鹊就以“切脉、望色、听声、写（犹审）形”等为人诊病。 

在《黄帝内经》和《难经》中，不仅奠定了望、闻、问、切四诊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而且提出诊断疾

病必须结合致病的内外因素全面考虑。《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

苦，……”。 

公元二世纪，西汉名医淳于意首创“诊籍”即病案，记录病人的姓名、居址、病状、方药、日期等，

作为复诊的参考。公元三世纪初，东汉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把病、脉、证、治结

合起来，作出了诊病、辨证、论治的规范。与此同时，著名医家华佗的《中藏经》也记载了丰富的诊病经

验，以论脉、论病、论脏腑寒热虚实、生化顺逆之法著名。 

西晋王叔和的《脉经》，是我国最早的脉学专著，既阐明脉理，又分述寸口，三部九候、二十四等脉

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论述病源与证候诊断的专著，载列各种疾病的证候 1739 论。唐

代孙思邈认为，诊病要不为外部现象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

出：“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营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 

宋、金、元时期，诊断学又有新的发展，宋代朱肱《南阳活人书》强调治伤寒切脉是辨别表里虚实的

关键，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论述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因辨证。 

金元之世，专攻诊断者，颇不乏人。滑伯仁的《诊家枢要》专论诊法。戴起宗的《脉诀刊误集解》对

脉学极为有益。金元四大家对诊断学的论述各有特色，如刘河间辨证重视病机，张子和重视症状鉴别。李

东垣重视外感内伤的征候的异同，朱丹溪重视气血痰郁的辨证。 

明清时期，对四诊和辨证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四诊的研究，以脉诊和舌诊的发展尤为突出。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著《濒湖脉学》，摘取诸家脉学精华，详分 27 种脉，编成歌诀，便于诵习。

清代李延星《脉诀汇辨》、贺升平《脉要图注详解》等把脉学与生理、病理及证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

舌诊方面，继元代杜清碧增补敖氏《伤寒金镜录》后，明代申斗垣的《伤寒观舌心法》，清代张登的《伤

寒舌鉴》，傅松元的《舌胎统志》等对察舌辨证多有研究。清代《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以四言歌诀

简要地介绍四诊理论和方法，便于实用。 

明清时期对辨证的研究更为深入，尤以伤寒、温病的诊断与辨证最为突出。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

传忠录》，特别是清代程钟龄《知觉心悟》，都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作为辨证的大法。明清重《伤寒论》，

致力于六经辨证研究的约百余家，各有精避见解。如明初王初道的《医经溯洄集》、清代柯韵伯《伤寒来

苏集》等等。明清创温病的辨证，叶天士《外感温热篇》中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三焦辨

证，分别开创了对温热病病变表坎特征与转变规律的研究。 

近代，诊断学的发展较慢。1917年，曹炳章著《彩图辨舌指南》，把辨舌诊断与治法并提，内容翔实，

多为经验之谈。建国以来，中医诊断学受到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者的重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

研究，获得了新的苗头与成就。例如：运用电子仪器描记脉图研究脉学，以微型电子计算机输入常见病辨

证论治系统研究辩证学等等。为中医诊病、辨证开避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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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中医诊断学的内容及其研究方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医诊断学的内容及其研究方法 

 

考研核心笔记 

《中医诊断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诊、八纲、辨证、疾病诊断、症状鉴别和病案撰写等。 

四诊：也叫诊法，是诊察疾病的四种基本方法。望诊，是对患者全身或局部进行有目的观察以了解病

情，测知脏腑病变。闻诊，是通过听声音、嗅气味以辨别患者内在的病情，问诊，是通过对患者或陪诊者

的询问以了解病情及有关情况。切诊，是诊察患者的脉候和身体其他部位，以测知体内、体外一切变化的

情况。根据以上四诊合参的原则，不能以一诊代四诊，同时症状、体征与病史的收集，一定要审察准确，

不能草率从事。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张景岳称为“阴阳”、“六变”。四诊所得的一切资料，须用八

纲加以归纳分析：寒热是分别疾病的属性；表里是分辨疾病病位与病势的浅深；虚实是分别邪正的盛衰；

而阴阳则是区分疾病类别的总纲。它从总的方面，亦即最根本的方面分别疾病属阴属阳，为治疗指明总的

方向。 

辨证：包括病因、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各种辨证既各有其特点和适

应范围，又有相互联系，并且都是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加以深化。 

诊断与病案：诊断分常见疾病诊断和征候诊断两个方面。疾病诊断简称诊病。就是对患者所患疾病以

高度概括，并给以恰当的病名。征候诊断即辨证，是对所患疾病某一阶段中证候的判断。病案，古称“诊

籍，又叫医案，是临床的写实。它要求把病人的详细病情、病史、治疗经过与结果等，都如实地记录下来，

是临床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病案分析统计，经验总结，医院管理等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因此，

临床各科都应有完整病历、病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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