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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326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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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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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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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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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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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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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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