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第一部针灸著作是什么？

【答题要点】

此题属于记忆理解型题。

第一部针灸专著是《针灸甲乙经》。

（1）年代、作者：本书为魏晋时代的皇甫谧所著。既是第一部针灸专著，

也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对针灸医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了承

前启后的作用。

（2）渊源：皇甫谧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的针

灸内容汇而为一，择其精要，编撰成《针灸甲乙经》。

（3）主要内容：《针灸甲乙经》全书分为 12 卷 128 篇，共收 349 个腧穴，

以脏腑、气血、经络、腧穴、脉诊、刺灸法和临床各科病证针灸治疗为次序加以

编纂，成为一部最早的体系比较完整的针灸专书。

（4）对后世的意义：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

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代医家钻研本书，使针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

二、邪正盛衰如何决定疾病的转归？

【答题要点】

此题属于记忆理解型题。

邪正盛衰的变化对疾病转归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如下：

（1）正胜邪退：是指在疾病过程中，正气奋起抗邪，或正气渐复而趋强盛，

而邪气渐趋衰减，疾病向好转和痊愈方向发展的一种病理变化。

（2）邪去正虚：是指邪气被祛除，病邪对机体的损害已经消失，但正气在

疾病发展过程中已经被耗伤，而有待恢复。见于重病的恢复期，其最终的转归一

般是趋向好转、痊愈。

（3）邪胜正衰：是指在疾病过程中，邪气亢盛，正气虚弱，机体抗邪无力，

疾病向恶化、危重，甚至向死亡方面发展的一种转归。

（4）邪正相持：指在疾病过程中，机体正气不甚虚弱，而邪气亦不亢盛，

则邪正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病势处于迁延状态的病机变化。

（5）正虚邪恋：是指在疾病后期，正气已虚，但邪气去而未尽，正气又一

时无法祛邪外出，因而病势缠绵，经久而不能彻底痊愈的一种病理状态。

三、何谓心悸？试述心悸、惊悸、怔忡三者的联系与区别？

【答题要点】

此题属于鉴别型题。



（1）心悸，是指病人自觉心中悸动，惊惕不安，甚则不能自主的一种病证。

（2）心悸与惊悸、怔忡的联系是心悸可分为惊悸与怔忡，病情较轻者为惊

悸，病情较重者为怔忡，可呈持续性。惊悸日久不愈，亦可形成怔忡。

（3）惊悸与怔忡的区别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①从病因病机上看：惊悸多与情绪因素有关，可由骤遇惊恐、忧思恼怒、悲

哀过极或过度紧张而诱发；怔忡多由久病体虚，心脏受损所致，无精神等因素亦

可发生。

②从临床表现上看：惊悸多为阵发性，可自行缓解，不发时如常人；怔忡多

为持续心悸，心中惕惕，不能自控，活动后加重，不发时亦可兼见脏腑虚损症状。

③从病势上看：惊悸起病急，病情较轻，实证居多；怔忡起病缓，病情较重，

多属虚证，或虚中夹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