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诊断学

绪论

1．掌握中医“诊断”、“诊法”、“诊病”、“辨证”、“病案”、“证”、“病”、“症”

等概念的含义。掌握中医诊法的原则。

2．熟悉症、证、病三者的关系。

3．了解中医诊法学的形成、研究进展；辨证学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思路与

方法。了解四诊运用中的基本环节与注意事项。了解辨证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中医辨证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第一章 望诊

1．掌握得神、失神、假神、常色和病色的特征及其临床意义。

2．熟悉常见异常形体、姿态的表现，色泽变化及五色所主病证。

3．了解望形体、望姿态、望头面五官、望肢体皮肤、望二阴、望排出物、

望小儿指纹的基本内容。

4．掌握舌诊的方法，正常舌象的表现，异常舌象的表现及其一般临床意义。

能够识别临床常见舌象。

5．熟悉舌的结构，舌诊原理。

6.了解舌诊的研究进展。

第二章 闻诊

1．掌握咳嗽、喘、哮、呃逆、嗳气、喷嚏、谵语等变化及其一般临床意义。

2．熟悉呼吸、语言、呕吐等声音的高低、强弱、清浊等变化的一般临床意

义，口气、汗、痰、二便、带下以及病室气味等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第三章 问诊

1．掌握问诊的内容，常见现在症的内容。

2．熟悉问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常见现在症的表现及其临床意义。

3．了解问诊的意义。

第四章 切诊

1．掌握寸口脉诊的方法，正常脉象的特征，常见脉象（浮、沉、迟、数、

实、洪、细、弦、紧、滑、涩、濡、缓、弱、微、促、结、代）的特征与临床意

义，相兼脉的结合与主病规律。能够基本上辨识临床常见脉象（浮、沉、迟、数、

洪、细、弦、滑、弱、促、结、代等）。



2．熟悉脉诊的原理及诊脉意义，脉象的生理变异，长、短、芤、革、牢、

散、动、疾脉的特征和临床意义，诊妇人脉、诊小儿脉的特殊性。

3．了解遍诊法、三部诊法的诊脉部位，真脏脉的特征和临床意义，脉诊的

研究进展。

4．掌握按诊的方法，按脘腹的内容及意义。

5．熟悉按诊的意义，按胸胁、按肌肤、按手足、按腧穴的内容与意义。

6．了解按诊的研究进展。

第五章 八纲辨证

1．掌握八纲辨证的概念。掌握八纲各纲证候的概念、一般证候的表现及临

床类型。

2．掌握表证与里证；掌握临床常见表证、里证的含义及临床意义。

3．掌握寒证、热证的临床表现及寒证与热证的鉴别要点。

4．掌握临床常见虚证、实证的含义及临床表现；掌握虚证与实证的鉴别要

点。

5．掌握阴阳辨证中亡阴证、亡阳证的概念及临床表现，二者的鉴别。

6．熟悉八纲之间的相兼、错杂、真假、转化关系。熟悉八纲辨证的意义。

7．了解八纲辨证的发展情况。

8．初步学会对临床病例进行八纲辨证。

第六章 病因辨证

1 掌握病因辨证及其分类的概念。掌握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证候的

概念和基本临床表现，疫疠的证候特点，以及食积证的概念和基本临床表现。

2 熟悉七情内伤辨证的概念及不同情志过激所致证候的特点。

3 了解劳伤、虫积、结石、外伤的证候分类和证候特点。

第七章 气血津液辨证

1．掌握气虚证、气滞证、血虚证、血瘀证、津亏证、痰证、饮证及水证的

概念和基本表现。

2．掌握气滞血瘀、气虚血瘀证、气血两虚证、气不摄血证、气随血脱证的

概念、辨证要点。

3．熟悉气陷证、气脱证、气逆证、气闭证、血热证、血寒证、液脱证的概

念和基本表现。

第八章 脏腑辨证

1．掌握各脏腑的病变范围和病机特点，掌握各脏腑常见证的概念、证候表

现和病机分析、辨证要点。

2．熟悉脏腑辨证的概念，基本方法，意义及运用范围。



3．了解脏腑之间的发病关系。

4．初步学会运用脏腑辨证的知识对临床典型病例进行辨证。

第九章 其它辨证方法

1．熟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的基本知识。

2．了解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病证的传变关系。

第十章 诊断思路

1．掌握辨证的基本内容与具体要求。

2．熟悉病例资料的综合处理，辨证思维的方法。

3．了解辨证的步骤，辨证与诊法的关系。

4．能初步运用诊法与辨证的基本知识，对临床典型病例进行辨证诊断。

第十一章 病历书写

1．掌握中医病历书写通则。

2．熟悉病历书写的意义、内容、格式。

3．了解病历书写的沿革，初步学会门诊和住院病历的书写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