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关必刷 １２００ 题

１ 中医学理论认为， “症”“证”“病”三者含义不同， 下列表述中属于“证”的是

Ａ． 鼻塞流涕 Ｂ． 厌食积滞

Ｃ． 风寒犯肺 Ｄ． 鼻渊头痛

Ｅ． 恶寒发热

２ 在医学领域中， 下列描述中属阴的是

Ａ． 静止 Ｂ． 推动

Ｃ． 温煦 Ｄ． 兴奋

Ｅ． 上升

３ 根据五行生克乘侮的规律， “肝火犯肺”属于

Ａ． 子病犯母 Ｂ． 相克

Ｃ． 相乘 Ｄ． 相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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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母病及子

４ 被称为“荣气”的气是

Ａ． 元气 Ｂ． 宗气

Ｃ． 营气 Ｄ． 卫气

Ｅ． 精气

５ 根据中医理论， “病”“证”“症”的概念不同， 下列表述属于“病”的是

Ａ． 呃逆 Ｂ． 便溏

Ｃ． 厌食 Ｄ． 腹胀

Ｅ． 嗳气

６ 根据阴阳理论， 下列疾病现象中属阴的是

Ａ． 多言躁动 Ｂ． 咳声有力

Ｃ． 脉象滑数 Ｄ． 声低气微

Ｅ． 脉象洪大

７ 治阳虚证， 使用补阳药时常佐用少量补阴药的方法称为

Ａ． 阳盛格阴 Ｂ． 阳病治阴

Ｃ． 阴病治阳 Ｄ． 阳中求阴

Ｅ． 阴中求阳

８ 根据五行生克规律， 肺的所不胜是

Ａ． 肝 Ｂ． 肾

Ｃ． 心 Ｄ． 脾

Ｅ． 胃

９ 脾主运化指的是脾能够

Ａ． 运化水液 Ｂ． 运化水谷

Ｃ． 化生血液 Ｄ． 化生气血

Ｅ． 运化水液和水谷

１０ 人体最基本、 最重要的气， 又被称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的气是

Ａ． 元气 Ｂ． 宗气

Ｃ． 营气 Ｄ． 卫气

Ｅ． 真气

１１ 具有助心行气血作用的气为

Ａ． 卫气 Ｂ． 宗气

Ｃ． 元气 Ｄ． 精气

Ｅ． 真气

１２ 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经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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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督脉 Ｂ． 任脉

Ｃ． 冲脉 Ｄ． 带脉

Ｅ． 阴维脉

１３ 体质偏阳者， 受邪发病后， 多表现为

Ａ． 寒证、 虚证 Ｂ． 寒证、 实证

Ｃ． 热证、 虚证 Ｄ． 热证、 实证

Ｅ． 里证、 寒证

１４ 下列哪一项是火邪、 燥邪、 暑邪共同的致病特点

Ａ． 炎上 Ｂ． 耗气

Ｃ． 伤津 Ｄ． 动血

Ｅ． 扰神

１５ 根据七情内伤致病理论， 突然受惊可导致

Ａ． 气上 Ｂ． 气下

Ｃ． 气消 Ｄ． 气结

Ｅ． 气乱

１６ 中医理论认为， 人是一个有机整体， 那么人体的中心指的是

Ａ． 大脑 Ｂ． 五脏

Ｃ． 心 Ｄ． 五官

Ｅ． 四肢百骸

１７ 下列脉象中， 属阴的是

Ａ． 浮脉 Ｂ． 洪脉

Ｃ． 滑脉 Ｄ． 涩脉

Ｅ． 寸脉

１８ 具有推动呼吸功能的气是

Ａ． 元气 Ｂ． 卫气

Ｃ． 清气 Ｄ． 营气

Ｅ． 宗气

１９ 与牙齿生长脱落关系最为密切的脏是

Ａ． 脾 Ｂ． 肝

Ｃ． 肺 Ｄ． 心

Ｅ． 肾

２０ 某患者形体偏瘦， 但食量较大， 皮肤呈油性肤质， 脾气急躁， 唇、 舌偏红， 苔

黄， 脉数， 该患者属于

Ａ． 阳虚质 Ｂ． 血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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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偏阳质 Ｄ． 偏阴质

Ｅ． 阴阳平和质

２１ 下列不属于寒邪致病特点的是

Ａ． 寒为阴邪 Ｂ． 寒性重浊

Ｃ． 寒性收引 Ｄ． 寒性凝滞

Ｅ． 易伤阳气

２２ 根据阴阳理论， 下列属阳的是

Ａ． 静止 Ｂ． 滋润

Ｃ． 温煦 Ｄ． 抑制

Ｅ． 凝聚

２３ 为脏腑阴阳之本， 生命之源的是

Ａ． 肝 Ｂ． 肾

Ｃ． 心 Ｄ． 肺

Ｅ． 脾

２４ 肝主疏泄生理功能的中心环节是

Ａ． 调畅情志 Ｂ． 调畅气机

Ｃ． 促进脾胃运化 Ｄ． 促进生殖

Ｅ． 促进津血运行

２５ 可受盛化物、 泌别清浊的脏腑是

Ａ． 脾 Ｂ． 大肠

Ｃ． 胃 Ｄ． 小肠

Ｅ． 三焦

２６ 防止精、 血、 津液等物质无故流失， 主要依赖于气的

Ａ． 推动作用 Ｂ． 固摄作用

Ｃ． 防御作用 Ｄ． 气化作用

Ｅ． 温煦作用

２７ 中医基础理论认为，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的哪一时间段的病理概括

Ａ． 疾病发展前期 Ｂ． 疾病发展中期

Ｃ． 疾病发展的某一阶段 Ｄ． 疾病发展的全过程

Ｅ． 疾病发展的后期

２８ 向上分布于肺与息道， 向下贯注于心脉， 布散全身的是

Ａ． 清气 Ｂ． 宗气

Ｃ． 精气 Ｄ． 元气

Ｅ． 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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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下列关于十二经脉的表里关系， 叙述错误的是

Ａ． 手太阴经与手阳明经 Ｂ． 手厥阴经与手太阳经

Ｃ． 足太阴经与足阳明经 Ｄ． 足厥阴经与足少阳经

Ｅ． 足少阴经与足太阳经

３０ 对维持呼吸深度起重要作用的脏器是

Ａ． 肝 Ｂ． 肺

Ｃ． 肾 Ｄ． 脾

Ｅ． 心

３１ 体质偏阴者， 受邪发病后， 多表现为

Ａ． 寒证、 虚证 Ｂ． 热证、 虚证

Ｃ． 里证、 虚证 Ｄ． 里证、 实证

Ｅ． 里证、 寒证

３２ 中医理论认为， “症”“证”“病”三者的含义不同， 下列表述中， 属于“证”的是

Ａ． 大便稀薄 Ｂ． 寒凝气滞

Ｃ． 胸胁胀满 Ｄ． 纳呆食少

Ｅ． 鼻塞流涕

３３ 全身血液聚集于肺， 经气体交换， 再输布全身， 体现了肺的哪项生理功能

Ａ． 肺主气， 司呼吸 Ｂ． 肺主宣发与肃降

Ｃ． 肺通调水道 Ｄ． 肺朝百脉

Ｅ． 肺主治节

３４ 有促进生殖之功能， 并同妇女的月经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经脉是

Ａ． 带脉 Ｂ． 冲脉

Ｃ． 任脉 Ｄ． 督脉

Ｅ． 阴维脉

３５ 下列对七情影响脏腑气机的表述， 不正确的是

Ａ． 思则气结 Ｂ． 惊则气乱

Ｃ． 恐则气下 Ｄ． 喜则气缓

Ｅ． 怒则气消

３６ 临床常见的心血不足导致肝血亏虚， 属于

Ａ． 相乘传变 Ｂ． 子病犯母

Ｃ． 母病及子 Ｄ． 反克传变

Ｅ． 相侮传变

３７ 风邪开泄所致的病证有

Ａ． 无汗 Ｂ． 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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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荨麻疹 Ｄ． 口渴

Ｅ． 狂躁

３８ 既属于五体， 又属于奇恒之腑的是

Ａ． 胆 Ｂ． 筋

Ｃ． 肉 Ｄ． 脉

Ｅ． 髓

３９ 在内踝尖上八寸处交叉后， 位于下肢内侧前缘的经脉是

Ａ． 足太阴脾经 Ｂ． 足厥阴肝经

Ｃ． 足少阴肾经 Ｄ． 足阳明胃经

Ｅ． 足少阳胆经

４０ 既被称为“十二经脉之海”， 又被称为“血海”的经脉是

Ａ． 冲脉 Ｂ． 督脉

Ｃ． 任脉 Ｄ． 阳维脉

Ｅ． 阴维脉

４１ 临床上治疗血行不畅， 如血瘀时， 常分别配合行气药或补气药， 体现了

Ａ． 气能生血

Ｂ． 气能行血

Ｃ． 气能摄血

Ｄ． 血能生气

Ｅ． 血能载气

４２ “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从五行的相互关系看， 其所指是

Ａ． 木疏土 Ｂ． 木克土

Ｃ． 木乘土 Ｄ． 木侮土

Ｅ． 土侮木

４３ 某人形体偏瘦， 面色红润， 食欲旺盛， 喜饮冷水， 易出汗， 性格外向， 喜动好

强， 自制力较差， 属于

Ａ． 偏阳质 Ｂ． 偏阴质

Ｃ． 阴阳平和质 Ｄ． 阴虚质

Ｅ． 气郁质

４４ 关于五行特性， 说法错误的是

Ａ． 具有寒凉、 向下运动特性属水 Ｂ． 具清洁、 肃降特性属金

Ｃ． 具生长、 升发特性属木 Ｄ． 具温热、 升腾特性属火

Ｅ． 具收敛、 承载特性属土

４５ 患者， 男， ６５ 岁。 症见肢体屈伸不利， 或冷厥不仁。 该患者可能被哪一病邪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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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寒邪 Ｂ． 湿邪

Ｃ． 风邪 Ｄ． 暑邪

Ｅ． 火邪

４６ “范进中举”中， 范进因过度欢喜出现疯癫症状， 按照中医七情内伤致病特点来

说， 该事例属于

Ａ． 喜则气缓 Ｂ． 喜则气乱

Ｃ． 喜则气消 Ｄ． 喜则气下

Ｅ． 喜则气上

１ ２

Ａ． 肝 Ｂ． 心

Ｃ． 脾 Ｄ． 肺

Ｅ． 肾

１ 某女， ３８ 岁。 经常情志抑郁， 善太息， 食少纳呆， 月经不调， 辨证为肝气郁结。
根据藏象理论， 主司疏泄、 调畅气机的脏是

２ 某女， ４３ 岁。 闭经半年余， 妊娠反应阴性， 体检无其他疾病， 来医院就诊。 辨证

为冲任亏虚、 天癸早衰。 根据藏象理论， 与天癸密切相关的脏是

３ ４

Ａ． 实中夹虚 Ｂ． 虚中夹实

Ｃ． 真虚假实 Ｄ． 真实假虚

Ｅ． 因虚致实

３ 某男， ６６ 岁。 腹胀腹痛， 时胀时止， 食少便溏。 自行服用气滞胃痛颗粒， 症状不

减。 辨证为脾失健运， 病机为“至虚有盛候”， 属于

４ 某男， ５０ 岁。 腹满痛拒按， 潮热谵语， 但下利清水。 辨证为热结旁流， 病机为

“大实有羸状”， 属于

５ ６

Ａ． 心 Ｂ． 肺

Ｃ． 脾 Ｄ． 肝

Ｅ． 肾

５ 主推动血液运行的脏腑是

６ 主统摄、 控制血液的脏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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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Ａ． 阴盛格阳 Ｂ． 阴阳互损

Ｃ． 亡阳 Ｄ． 阳盛格阴

Ｅ． 亡阴

７ 身热反不恶寒， 四肢厥冷， 下利清谷， 脉微欲绝， 病机属于

８ 冷汗淋漓， 四肢厥逆， 神情淡漠， 脉微欲绝， 病机属于

９ １０

Ａ． 肝 Ｂ． 心

Ｃ． 脾 Ｄ． 肺

Ｅ． 肾

９ 先天之本指的是

１０ 后天之本指的是

１１ １２

Ａ． 实邪结聚， 阻滞经络 Ｂ． 实邪内聚， 耗伤正气

Ｃ． 正气不足， 邪气亢盛 Ｄ． 气血不足， 运化无力

Ｅ． 阴阳衰竭， 外邪乘袭

１１ “至虚有盛候”的病机是

１２ “大实有羸状”的病机是

１３ １５

Ａ． 气能生血 Ｂ． 气能摄血

Ｃ． 气能行血 Ｄ． 血能载气

Ｅ． 血能行气

１３ 血虚患者在临床用药时， 常配以补气药， 是因为

１４ 血瘀患者在临床用药时， 常配以行气药， 是因为

１５ 大出血患者在临床用药时， 常配以补气药， 是因为

１６ １７

Ａ． 滋水涵木法 Ｂ． 益火补土法

Ｃ． 培土生金法 Ｄ． 金水相生法

Ｅ． 抑木扶土法

１６ 患者， 女， ２５ 岁。 症见头目眩晕， 眼目干涩， 颧红耳鸣， 五心烦热， 腰膝酸软，
舌红少苔， 脉弦细而数。 根据相生规律， 可采用的治法为

１７ 患者， 男， ６８ 岁。 症见畏寒肢冷， 腰膝冷痛， 腹泻， 完谷不化。 根据相生规律，
可采用的治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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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２０

Ａ． 脾 Ｂ． 小肠

Ｃ． 大肠 Ｄ． 膀胱

Ｅ． 胃

１８ 主运化水谷精微的脏腑是

１９ 主传化糟粕的脏腑是

２０ 主受纳和腐熟水谷的脏腑是

２１ ２２

Ａ． 肺 Ｂ． 心

Ｃ． 脾 Ｄ． 肝

Ｅ． 肾

２１ 称为“贮痰之器”的脏是

２２ 称为“生痰之源”的脏是

２３ ２５

Ａ． 腰 Ｂ． 脑

Ｃ． 心 Ｄ． 脉

Ｅ． 三焦

２３ 元神之府为

２４ 血之府为

２５ 孤府为

２６ ２７

Ａ． 阴中求阳 Ｂ． 阳中求阴

Ｃ． 寒者热之 Ｄ． 扶阳益火

Ｅ． 滋阴壮水

２６ “益火之源， 以消阴翳”对应的治法是

２７ “壮水之主， 以制阳光”对应的治法是

２８ ３０

Ａ． 目 Ｂ． 舌

Ｃ． 口 Ｄ． 鼻

Ｅ． 耳

２８ 心开窍于

２９ 肾开窍于

３０ 脾开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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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某男， ５６ 岁。 夜尿频多， 腰膝酸软， 形寒肢冷， 两腿略显浮肿， 齿痕舌， 苔白， 脉

沉细无力。
１ 根据患者症状判断， 其病机属于

Ａ． 阳偏衰 Ｂ． 阴偏衰

Ｃ． 阳偏胜 Ｄ． 阴偏胜

Ｅ． 阴阳两虚

２ 对此应采用的正确治疗方法是

Ａ． 阳病治阴 Ｂ． 损其有余

Ｃ． 寒者热之 Ｄ． 阴病治阳

Ｅ． 壮水之主， 以制阳光

３ 患者病情日久， 进而出现潮热、 盗汗、 五心烦热等症状， 其病属于

Ａ． 阳损及阴 Ｂ． 阳盛则热

Ｃ． 阴虚则热 Ｄ． 阴胜则寒

Ｅ． 阳虚则寒

４ 治疗时， 医生既使用了温阳药， 又用滋阴药， 基于阴阳的哪种关系

Ａ． 对立制约 Ｂ． 互根互用

Ｃ． 消长平衡 Ｄ． 相互转化

Ｅ． 相互交感

５ ６

患者， 女， １８ 岁， 有大量汗出， 气短乏力， 继而突然昏倒、 不省人事。
５ 患者的症状是由于暑邪入侵导致， 其现有症状体现出暑邪的致病特点为

Ａ． 暑为阳邪， 其性炎热 Ｂ． 暑性升散， 耗气伤津

Ｃ． 暑多挟湿 Ｄ． 暑性趋下， 易伤阴位

Ｅ． 暑性干涩， 易伤津液

６ 采取急救措施后患者转醒， 但仍有发热汗多， 头痛面红， 烦躁， 胸闷， 口渴多饮，
溲赤等症状， 可以推荐患者用成药为

Ａ． 清暑益气丸 Ｂ． 藿香正气水

Ｃ． 十滴水 Ｄ． 香薷饮

Ｅ． 白虎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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