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桂枝的功效是

Ａ． 利水消肿 Ｂ． 解鱼蟹毒

Ｃ． 温通经脉 Ｄ． 胜湿止痛

Ｅ． 温肺化饮

２ 白芷的功效是

Ａ． 平肝明目 Ｂ． 温中止呕

Ｃ． 凉血止血 Ｄ． 燥湿止带

Ｅ． 解表除烦

３ 荆芥生用不具有的功效是

Ａ． 散风 Ｂ． 发表

Ｃ． 止血 Ｄ． 透疹

Ｅ． 止痒

４ 葛根与升麻均有的功效是

Ａ． 透疹 Ｂ． 解肌

Ｃ． 生津 Ｄ． 解毒

Ｅ． 疏肝

５ 苦寒清泄滑利， 能外散风热， 内解热毒， 上宣肺气， 下利二便的是

Ａ． 葛根 Ｂ． 柴胡

Ｃ． 牛蒡子 Ｄ． 荆芥

Ｅ． 桑叶

６ 防风的功效不包括

Ａ． 安胎 Ｂ． 解痉

Ｃ． 胜湿 Ｄ． 止痛

Ｅ． 祛风解表

７ 细辛入汤剂时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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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 ３ｇ Ｂ． １ ５ｇ
Ｃ． ３ ５ｇ Ｄ． ５ １０ｇ
Ｅ． ２ ５ｇ
８ 荆芥为解表散风通用药， 生用除能散风解表外， 又能

Ａ． 收敛止血 Ｂ． 敛肺止咳

Ｃ． 透疹止痒 Ｄ． 清热解毒

Ｅ． 解肌退热

９ 生姜的功效是

Ａ． 发散风寒， 通窍止痛 Ｂ． 发汗解表， 温中止呕

Ｃ． 发表散寒， 祛风胜湿 Ｄ． 祛风散寒， 化痰止咳

Ｅ． 散风解表， 透疹止痒

１０ 白芷不具有的功效是

Ａ． 发散风寒 Ｂ． 和中化湿

Ｃ． 通窍止痛 Ｄ． 燥湿止带

Ｅ． 消肿排脓

１１ 邪在少阳寒热往来， 感冒高热， 宜选

Ａ． 蝉蜕 Ｂ． 牛蒡子

Ｃ． 葛根 Ｄ． 升麻

Ｅ． 柴胡

１２ 上通脑顶， 下行足膝， 外达肌肤， 内走筋脉的药物是

Ａ． 细辛 Ｂ． 蔓荆子

Ｃ． 苍耳子 Ｄ． 荆芥

Ｅ． 香薷

１３ 具有发表透疹， 祛风除湿功效的药物是

Ａ． 牛蒡子 Ｂ． 蝉蜕

Ｃ． 火麻仁 Ｄ． 西河柳

Ｅ． 麻黄

１４ 桂枝的主治病证不包括

Ａ． 风寒表虚有汗 Ｂ． 风寒表实无汗

Ｃ． 麻疹不透 Ｄ． 胸痹作痛， 阳虚心悸

Ｅ． 阳虚水肿， 痰饮证

１５ 香薷除能发汗解表， 还可以

Ａ． 通窍止痛 Ｂ． 和中化湿

Ｃ． 祛风胜湿 Ｄ． 化痰止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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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透疹止痒

１ ２

Ａ． 宣肺平喘 Ｂ． 透疹止痒

Ｃ． 化湿和中 Ｄ． 燥湿止带

Ｅ． 通窍止痛

１ 麻黄除发汗解表外， 又能

２ 香薷除发汗利水外， 又能

３ ４

Ａ． 平肝明目 Ｂ． 明目透疹

Ｃ． 凉血止血 Ｄ． 祛风止痛

Ｅ． 清利头目

３ 薄荷除疏散风热外， 又能

４ 蝉蜕除疏散风热外， 又能

５ ７

Ａ． 白芷 Ｂ． 藁本

Ｃ． 苍耳子 Ｄ． 蔓荆子

Ｅ． 淡豆豉

５ 能燥湿止带的药是

６ 能解表除烦的药是

７ 能消肿排脓的药是

８ ９

Ａ． 温肺化饮 Ｂ． 利水消肿

Ｃ． 祛风胜湿 Ｄ． 止痒

Ｅ． 燥湿止带

８ 细辛除散寒、 止痛外又可以

９ 藁本除散寒、 止痛外又可以

１ ２

患者， 男， ５６岁。 一般在阴雨季节常常出现上半身关节酸痛、 重着， 患处肿胀，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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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处， 手足沉重， 活动不利， 肌肤麻木不仁。 苔白腻， 脉濡滑。 临床宜选用羌活

治疗。
１ 羌活的主治不包括

Ａ． 风寒头痛 Ｂ． 风寒湿痹

Ｃ． 风寒表证 Ｄ． 风湿疹痒

Ｅ． 表证夹湿

２ 羌活用量过多易导致

Ａ． 呕吐 Ｂ． 泄泻

Ｃ． 发热 Ｄ． 头晕

Ｅ． 浮肿

３ ４

患者， 女， ３０岁。 近日出现发热， 微恶风， 头晕， 目赤， 咳嗽， 舌苔薄黄， 脉浮数。
适宜选用桑叶、 菊花。
３ 桑叶与菊花均有的功效是

Ａ． 疏散风热， 凉血止血 Ｂ． 疏散风热， 清热解毒

Ｃ． 疏散风热， 平肝明目 Ｄ． 疏散风热， 利咽疏肝

Ｅ． 疏散风热， 利咽消肿

４ 桑叶与菊花均能治疗

Ａ． 血热出血 Ｂ． 目赤肿痛

Ｃ． 热毒疮肿 Ｄ． 破伤风

Ｅ． 肺热燥咳

５ ７

患者， 男， １８岁， 夏季贪凉饮冷， 遂致外感于寒， 内伤于湿， 症见恶寒发热， 无汗

头痛， 头重身倦， 胸闷泛恶， 舌苔薄白而腻。 医师诊为阴暑， 处方为香薷、 厚朴、
白扁豆， 水煎服。
５ 医师在方中选用香薷， 是因其能

Ａ． 发汗解表， 行气调中 Ｂ． 发汗解表， 温中止呕

Ｃ． 发汗解表， 化湿和中 Ｄ． 发汗解表， 胜湿止痛

Ｅ． 发汗解表， 温通经脉

６ 香薷治疗阴暑的最佳服用方法是

Ａ． 水煎凉服 Ｂ． 水煎温服

Ｃ． 浓煎温服 Ｄ． 研末冲服

Ｅ． 为丸吞服

７ 为了增强上方行气宽中、 发散风寒之力， 最宜选配的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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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荆芥 Ｂ． 生姜

Ｃ． 麻黄 Ｄ． 紫苏

Ｅ． 苍耳子

８ ９

患者， 女， ２５岁， 冬季夜晚着凉， 症见微恶风寒， 发热， 伴见头身痛， 无汗、 脉浮

等症状。
８ 治疗宜选用的药是

Ａ． 麻黄 Ｂ． 香薷

Ｃ． 白芷 Ｄ． 藁本

Ｅ． 麻黄根

９ 若患者病证未见好转反出现咳喘气逆之症， 针对此， 可与上述药物配伍应用， 进

行疾病治疗的是

Ａ． 石膏 Ｂ． 桂枝

Ｃ． 苦杏仁 Ｄ． 白芷

Ｅ． 防风

１０ １１

患者， 女， ３０岁。 夏季因贪凉， 多食冷饮、 冰镇水果。 结果出现腹痛腹泻、 头晕头

痛等症状。 医生诊断为阴暑证。
１０ 根据患者病症， 可推荐使用

Ａ． 麻黄 Ｂ． 桂枝

Ｃ． 香薷 Ｄ． 木香

Ｅ． 桑叶

１１ 同样可用于治疗阴暑证， 并且善治湿浊中阻之呕吐的药物是

Ａ． 厚朴 Ｂ． 薄荷

Ｃ． 广藿香 Ｄ． 苍术

Ｅ． 菊花

１ 能升举阳气的药物有

Ａ． 蝉蜕 Ｂ． 柴胡

Ｃ． 葛根 Ｄ． 升麻

Ｅ． 菊花

２ 能疏肝， 可以用于治疗肝气郁滞的有

·７·



Ａ． 柴胡 Ｂ． 升麻

Ｃ． 蝉蜕 Ｄ． 桂枝

Ｅ． 薄荷

３ 下列不宜久煎的药物有

Ａ． 附子 Ｂ． 黄柏

Ｃ． 荆芥 Ｄ． 紫苏

Ｅ． 黄连

４ 具有明目退翳功效的药物有

Ａ． 浮萍 Ｂ． 木贼

Ｃ． 蝉蜕 Ｄ． 蔓荆子

Ｅ． 升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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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既能清热生津， 又能消肿排脓的药物是

Ａ． 牛蒡子 Ｂ． 菊花

Ｃ． 石膏 Ｄ． 天花粉

Ｅ． 知母

２ 能清热泻火， 滋阴润燥的药物是

Ａ． 葛根 Ｂ． 决明子

Ｃ． 石膏 Ｄ． 芦根

Ｅ． 知母

３ 既治湿热泻痢， 又治湿热小便不利的药物是

Ａ． 芦根 Ｂ． 葛根

Ｃ． 夏枯草 Ｄ． 淡竹叶

Ｅ． 苦参

４ 牡丹皮除清热凉血外， 又能

Ａ． 解毒透疹 Ｂ． 活血散瘀

Ｃ． 润肠通便 Ｄ． 利尿通淋

Ｅ． 燥湿止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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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前人称为“疮家圣药”的是

Ａ． 连翘 Ｂ． 板蓝根

Ｃ． 大青叶 Ｄ． 大血藤

Ｅ． 白头翁

６ 青蒿的功效是

Ａ． 退虚热， 凉血， 解暑， 截疟 Ｂ． 退虚热、 清疳热

Ｃ． 虚热， 凉血， 清肺降火， 生津 Ｄ． 清热除烦， 利尿

Ｅ． 疏散风热， 明目退翳

７ 紫草除凉血活血外， 还能

Ａ． 解毒透疹 Ｂ． 利水消肿

Ｃ． 温阳化气 Ｄ． 散结消肿

Ｅ． 通络止痛

８ 上能清肺润燥， 中能清胃生津， 下能滋阴降火的是

Ａ． 芦根 Ｂ． 知母

Ｃ． 栀子 Ｄ． 石膏

Ｅ． 竹叶

９ 既清热解毒， 又息风定惊的药是

Ａ． 红藤 Ｂ． 马勃

Ｃ． 蚤休 Ｄ． 半边莲

Ｅ． 穿心莲

１０ 治湿热下注之足膝肿痛， 常以黄柏配

Ａ． 黄芩 Ｂ． 苦参

Ｃ． 苍术 Ｄ． 淡竹叶

Ｅ． 白鲜皮

１１ 不属于清热药分类的是

Ａ． 清热泻火药 Ｂ． 清热燥湿药

Ｃ． 清热解毒药 Ｄ． 清热止血药

Ｅ． 清虚热药

１２ 天花粉除能清热生津、 消肿排脓外， 又能

Ａ． 润肠通便 Ｂ． 清肝明目

Ｃ． 清肺润燥 Ｄ． 凉血解毒

Ｅ． 消肿止痛

１３ 竹叶与淡竹叶的共同功效为

Ａ． 清热生津、 除烦 Ｂ． 清热除烦、 利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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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清热生津、 利尿 Ｄ． 生津、 除烦、 利尿

Ｅ． 清心凉血、 利尿

１４ 治气分高热， 肺胃实火宜选用的中药是

Ａ． 石膏 Ｂ． 夏枯草

Ｃ． 黄柏 Ｄ． 菊花

Ｅ． 大黄

１５ 苦寒降泄清利， 善清心、 肺、 三焦之火， 导湿热之邪从小便而出的药物是

Ａ． 知母 Ｂ． 石膏

Ｃ． 紫草 Ｄ． 栀子

Ｅ． 地骨皮

１６ 治疗胎热胎动不安宜选

Ａ． 紫苏 Ｂ． 白术

Ｃ． 白茅根 Ｄ． 黄芩

Ｅ． 泽泻

１７ 治痰盛咳喘和热结痰盛咽喉肿痛宜选

Ａ． 板蓝根 Ｂ． 金银花

Ｃ． 蒲公英 Ｄ． 射干

Ｅ． 牛黄

１８ 具有疏散风热、 明目退翳功效的是

Ａ． 野菊花 Ｂ． 大血藤

Ｃ． 金银花 Ｄ． 谷精草

Ｅ． 青葙子

１９ 既善清解热毒， 又能疏透消散， 为治热入心包证所常用药物的是

Ａ． 生姜 Ｂ． 连翘

Ｃ． 野菊花 Ｄ． 牛黄

Ｅ． 穿心莲

２０ 具有腐蚀赘疣功效的药物是

Ａ． 地锦草 Ｂ． 马齿苋

Ｃ． 拳参 Ｄ． 鸦胆子

Ｅ． 蚤休

２１ 青蒿与地骨皮除均能退虚热外， 又均能

Ａ． 凉血 Ｂ． 清肺降火

Ｃ． 生津 Ｄ． 解暑

Ｅ． 利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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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Ａ． 息风止痉 Ｂ． 活血消肿

Ｃ． 疏散风热 Ｄ． 利尿通淋

Ｅ． 凉血止痢

１ 牛黄除清热解毒外， 又能

２ 鱼腥草除清热解毒外， 又能

３ ５

Ａ． 黄芩 Ｂ． 黄连

Ｃ． 黄柏 Ｄ． 龙胆

Ｅ． 苦参

３ 作用偏于上焦肺及大肠， 善清肺与大肠之火， 除上中焦湿热， 兼入血分而凉血，
清热而安胎的药物是

４ 作用偏于心及中焦， 善清心胃之火， 除中焦湿热， 为治湿热火郁之要药的是

５ 作用偏于下焦， 善清相火， 退虚热， 除下焦湿热的药物是

６ ７

Ａ． 凉血， 养阴 Ｂ． 凉血， 清肺

Ｃ． 凉血， 消肿 Ｄ． 凉血， 利咽

Ｅ． 凉血， 定惊

６ 紫花地丁的功效是

７ 水牛角的功效是

８ １０

Ａ． 败酱草 Ｂ． 白头翁

Ｃ． 马齿苋 Ｄ． 穿心莲

Ｅ． 白鲜皮

８ 既治热毒血痢， 又治阿米巴痢疾的药是

９ 既治湿热泻痢， 又治毒蛇咬伤的药是

１０ 既治热毒血痢， 又治血热便血的药是

１１ １３

Ａ． 疏散风热 Ｂ． 燥湿止带

Ｃ． 平肝潜阳 Ｄ． 利湿退黄

Ｅ． 清肝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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