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考研中医综合试题和答案

一、 A 型题： 1-36 小题，每小题 1.5 分； 37-81 小题，每小题 2 分 ; 共
14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 A 、 B 、 C 、 D 四个选项中，请选出一项最符合题

目要求的。

1.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的依据是

A. 病程的变化

B. 病机的变化

C. 症状的变化

D. 体征的变化

选 :B

2. 《素闻·五脏生成》说“肾…其主脾也”其“主”是指

A. 生我

B. 我生

C. 克我

D. 我克

选 :C

3. “阳中求阴”适用于

A. 补阴时佐以补阳

B. 补阳时佐以补阴

C. 补阳制阴

D. 补阴制阳

选 :A

4. 下列选项中，对尿液生成、排泄过程起主宰作用的是

A. 肺气的通调水道

B. 膀胱的开阖气化

C. 三焦的决犊

D. 肾气升腾气化



选 :D

5. 昼不精夜不寐指的是什么的功能

A. 中气

B. 元气

C. 卫气

D. 宗气

选 :C

6. 入上齿的经络是

A. 手阳明大肠经

B. 足阳明胃经

C. 手太阳小肠经

D. 足太阳膀胱经

选 :B

7. 湿邪与寒邪致病的共同点是

A. 阻遏气机

B. 易伤阳气

C. 收引凝滞

D. 重浊黏腻

选 :B

8. 易发生血虚病变的脏腑是

A. 脾、胃

B. 肝、肾

C. 心、肾

D. 心、肝

选 :D

9. 腕痞脹闷时胀时减，减如常人，喜按，治法



A. 标本兼治

B. 塞因塞用

C. 以通为用

D. 攻补兼施

选 :A

10. 大便先干后溏者，多见于

A. 脾胃气虚证

B. 脾肾阳虚证

C. 肝脾不调证

D. 大肠湿热证

选 :A

11. 肺为水之上源的主要依据是（可能不是原题）

A. 通调水道

B. 布散水液

C. 输精皮毛

D. 肃降水液

选 :A

12. 风寒和风湿并见（可能不是原题）

A. 口眼歪斜

B. 肢体疼痛

C. 肢体麻木

D. 胸闷脘痞

选 :B

13. 以下不属于痰饮证表现的是

A. 脘腹痞闷，恶心纳呆

B. 头目眩晕



C. 肋间饱满，支撑胀痛

D. 舌苔黄腻

选 :C

14.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瘀血的表现的是

A. 皮肤斑疹，压之不褪色

B. 月经淋漓，经色紫暗

C. 小腹刺痛，夜间痛甚

D. 腹部肿块，推之不移

选 :A

15. 症见心悸怔仲，朦胧欲睡，尿少浮肿，腰膝怕冷，舌淡紫苔白滑，脉沉细动

者，宜诊断为

A. 心阳虚证

B. 脾肾阳虚证

C. 心肾阳虚证

D. 肾虚水泛证

选 :D

16. 气机升降之枢是（可能不是原题）

A. 肺主呼气，肾主纳气

B. 脾气主升，胃气主降

C. 肝生于左，肺降于右

D. 心火下降，肾水上升

选 :B

17. 症见久泻不止，甚至滑脱失禁，腹部隐痛，喜温喜按，舌淡苔白，脉弱者，证

属

A. 肾气不固证

B. 脾阳虚证

C. 大肠虚寒证



D. 脾肾阳虚证

选 :D

18. 太阳经未罢，又出现少阳经症状属于

A. 合并

B. 并病

C. 越经传

D. 直中

选 :B

19. 根据药性理论，治疗体虚多汗的药物大多具有的药性

A. 苦味

B. 辛味

C. 涩味

D. 淡味

选 :C

20. 津血亏虚的肠燥便秘

A. 郁李仁

B. 苦杏仁

C. 瓜蒌仁

D. 火麻仁

选 :D

21. 荜茇与荜澄茄的共同功效是

A. 温肺化饮

B. 温中散寒

C. 暖肝散寒

D. 温肾助阳

选 :B



22. 下列驱虫药中，性味苦寒有毒的是

A. 苦楝皮

B. 使君子

C. 榧子

D. 鹤草芽

选 :A

23. 琥珀入丸散剂

A.0.1-0.3

B.0.6-0.9

C.1.5-3

D.5-10

选 :C

24. 既具有涩肠止泻，又具有收敛止血功效的药物

A. 肉豆蔻

B. 山茱萸

C. 诃子

D. 石榴皮

选 :D

25. 具有燥湿温中，除痰截疟功效的药物是

A. 陈皮

B. 常山

C. 草果

D. 槟榔

选 :C

26. 属于莱菔子主治病症的是

A. 瘀阻腹痛



B. 痰盛咳喘

C. 脾虚食少

D. 肝郁乳房胀痛

选 :B

27. 南沙参有北沙参没有的功效是

A. 养阴清肺

B. 益胃生津

C. 化痰益气

D. 清心除烦

选 :C

28. 《医方集解》所载清胃散较《脾胃论》原方多了什么药

A. 生地

B. 大黄

C. 知母

D. 石膏

选 :D

29. 《妇人大全良方》温经汤含有而《金匮要略》中不含的有的

A. 阿胶当归

B. 丹皮，麦冬

C. 莪术，牛膝

D. 生姜，吴茱萸

选 :C

30. 止嗽散的功用

A. 发散风寒，降气化痰

B. 止咳化痰，疏表宣肺

C. 宣降肺气，祛痰止咳



D. 敛肺止咳，益气养阴

选 :B

31. 育阴以潜阳的代表方

A. 右归丸

B. 左归丸

C. 地黄饮子

D. 六味黄丸

选 :B

32. 原方石膏煅用，寓清肺热而不伤胃气之意的方剂

A. 清燥救肺汤

B. 桂枝茯苓丸

C. 玉女煎

D. 竹叶石膏汤

选 :A

33. 小便余沥不尽多属（可能不是原题）

A. 膀胱湿热

B. 肾气不固

C. 肾阴亏损

D. 小肠实热

选 :B

34. 虚里按之，其动微弱者，多属（可能不是原题）

A. 宗气外泄

B. 宗气内虚

C. 心肺气绝

D. 心气衰绝

选 :B



35. 主治阴虚肺萎，又可治疗胃阴不足的呕吐，呃逆的方剂

A. 生脉散

B. 清燥救肺汤

C. 橘皮竹茹汤

D. 麦门冬汤

选 :D

36. 临床应用回阳救急汤治疗寒邪直中三阴，常常加入少量

A. 猪胆汁

B. 酽醋

C. 麝香

D. 姜汁

选 :C

37. 男性， 81 岁，高脂血症病史 23 年，高尿酸血症病史 17 年，平素控制饮

食。近 2 月来，心悸眩晕，胸闷痞满，形寒肢冷，小便短少，下肢浮肿，舌淡

胖，苔白滑，脉沉细，应选方

A. 金匮肾气丸加减

B. 苓桂术甘汤加减

C. 参附汤加减

D. 四逆汤加减

选 :A

38. 女， 46 岁，长期腰痛，有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史腰冷如冰，屈伸不利，舌淡苔

白，脉沉，应选

A. 甘姜苓术汤

B. 独活寄生汤

C. 右归丸

D. 济生肾气丸

选 :A



39. 女， 72 岁， 3 年以来大便干结，排出困难，小便清长，下肢不温，腰膝酸

冷，舌淡苔白，脉沉细。诊断为

A. 气滞秘

B. 气虚秘

C. 血虚秘

D. 阳虚秘

选 :D

40. 痰饮病的主要病变脏腑是

A. 心肺肾

B. 肺脾肾

C. 肺肝肾

D. 心脾肾

选 :B

41. 咽干颧红，心烦多梦，腹痛喜暖，近食寒凉后易腹泻者，应判断为（可能不是

原题）

A. 真寒假热

B. 虚实夹杂

C. 寒热错杂

D. 表里同病

选 :C

42. 女， 39 岁，近来心烦不寐，胸闷脘痞，恶心嗳气，口苦目眩，舌红苔黄腻，

脉滑数，治宜

A. 清化痰热，和中安神

B. 消食导滞，和中安神

C. 清肝泄火，和中安神

D. 解郁清热，和中安神

选 :A



43. 患者男性 29 岁， 2 周前出现发热胸痛，经治疗后发热已退，仍有胸胁疼

痛，如灼如刺，胸闷不舒，呼吸不畅，时有咳嗽，舌苔薄，脉弦，辨证为

A. 悬饮，阴虚内热证

B. 悬饮，邪犯胸肺证

C. 悬饮，饮停胸胁证

D. 悬饮，络气不和证

选 :D

44. 女性， 18 岁， 1 月前感冒， 3 天前出现眼睑浮肿，进而遍及全身，伴恶

寒发热，咽喉肿痛，舌红苔薄，脉浮数。治宜

A. 宣肺解毒，利湿消肿

B. 疏风清热，宣肺利水

C. 疏风解表，理气行水

D. 分利湿热，疏理气机

选 :B

45. 男性， 34 岁。身目发黄 4 天，右胁疼痛，身热不退，口苦呕吐，尿赤便

秘，舌红苔黄，脉滑数。治宜选用

A. 茵陈蒿汤

B. 千金犀角散

C. 小柴胡汤

D. 大柴胡汤

选 :A

46. 男性， 75 岁，糖尿病史 14 年，高脂血症病史 9 年， 3 年来，头摇肢

颤，不能持碗筷，言语缓慢，耳鸣耳聋，舌红脉细，治宜选用

A. 地黄饮子

B. 人参养荣汤

C. 龟鹿二仙胶

D. 羚角钩藤汤

选 :C



47. 女性 62 岁，呕吐阳虚，肢冷，呕吐，倦怠乏力，便溏，该选用何方

A. 理中汤

B. 六君子汤

C. 藿香正气汤

D. 小半夏汤

选 :A

48. 患者脘腹痞闷，嘈杂不舒，恶心呕吐，口干不欲饮，口苦，纳少，大便黏滞不

畅，舌红苔黄腻，脉滑数。应选用何方

A. 二陈汤和平胃散

B. 保和丸和枳实消痞丸

C. 泻心汤和连朴饮

D. 越鞠丸和枳术丸

选 :C

49. 患者女 20 岁，因情致导致月经不调，经治疗后经期正常，仍有痛经，腹中时

有结块，按之柔软，时聚时散，脘胁胀闷，方用

A. 逍遥散

B. 六磨汤

C. 消积丸

D. 膈下逐瘀汤

选 :A

50. 男性， 70 岁。既往体健， 1 周前淋雨受凉，突发胸痛，自行缓解。刻下症

见：胸闷疼痛时作，夜间痛醒，劳累加重，舌紫暗，苔薄白，脉沉。其治法是

A. 益气养阴，活血通脉

B. 疏肝理气，活血通络

C. 活血化瘀，通脉止痛

D. 温经散寒，宣通心阳

选 :C



51. 男子 88 岁，有食少纳呆，口角流涎、腰酸骨软，所用的方剂是

A. 七福饮

B. 还少丹

C. 洗心汤

D. 涤痰汤

选 :B

52. 息风止痉效果显著的是

A. 风池、风门

B. 合谷、太冲

C. 水沟、印堂

D. 行间、涌泉

选 :B

53. 曲泉和肩髎分别属于的经脉

A. 肝经和三焦经

B. 胃经和小肠经

C. 肾经和大肠经

D. 胆经和心包经

选 :A

54. 下列选项中，属于针灸毫针泻法的是

A. 出针后迅速按闭针孔

B. 呼吸时进针，吸气时出针

C. 进针时徐徐刺入，疾速出针

D. 进针时针尖朝向经脉循行方向针刺

选 :D

55. 患者膝部疼痛，阴雨天加重，取阿是穴，取穴犊鼻，内膝眼，阳陵泉，毫针刺

入，直刺两寸，留针四十分钟，所采取的治疗原则是

A. 实则泻之



B. 菀陈则除之

C. 不胜不虚以经取之

D. 寒则留之

选 :D

（ 56--58 题共用题干）

56. 男性， 42 岁，胃脘胀痛 1 月，痛连两胁，急躁易怒，夜寐不安，口干口

苦，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滑数，其证侯是

A. 湿热中阻

B. 肝胃郁热

C. 肝气犯胃

D. 肝胆湿热

选 :B

57. 应选用

A. 柴胡疏肝散加减

B. 清中汤加减

C. 左金丸加减

D. 化肝汤加减

选 :D

58. 昨日暴怒，突然呕血十余口，血热鲜红，胃脘两胁攻撑作痛，舌红苔黄，脉弦

数。应选用

A. 清胃散

B. 失笑散合丹参饮

C. 龙胆泻肝汤

D. 泻心汤合十灰散

选 :C

（ 59--61 题共用题干）



59. 男性， 77 岁，肺胀 3 年，昨日突然昏迷，躁动不安，撮空理线，面唇青

紫，呼吸急促，下肢水肿，舌暗红黄腻，脉滑数。其证候是

A. 痰蒙神窍

B. 肺肾气虚

C. 阳虚喘脱

D. 阳虚水犯

选 :A

60. 治法是

A. 补肾回阳固脱

B. 补肺纳气平喘

C. 温肾健脾化饮

D. 涤痰开窍息风

选 :D

61. 治宜选用

A. 真武汤合至宝丹

B. 参附汤合玉枢丹

C. 三子养亲汤合苏合香丸

D. 涤痰汤合安宫牛黄丸

选 :D

（ 62--64 题共用题干）

62. 女性， 53 岁，反复尿路感染 8 年，近日劳累后出现小便涩痛但不甚，腰膝

酸软，神疲乏力，舌淡苔白，脉弱。治疗宜选用

A. 补中益气汤

B. 六味地黄丸

C. 程氏萆薢分清饮

D. 无比山药丸

选 :D



63. 若患者治疗后未见好转，出现小便色红，尿痛不甚，腰膝酸软，神疲乏力，舌

红苔白，脉细数，治疗应

A. 补脾益肾，固涩止血

B. 补中益气，摄血止血

C. 滋阴清热，补虚止血

D. 清热通淋，凉血止血

选 :C

64. 若患者治疗后未见好转，出现小便色红，尿痛不甚，腰膝酸软，神疲乏力，舌

红苔白，脉细数，治疗宜

A. 补中益气汤

B. 知柏地黄丸

C. 归脾汤

D. 膏淋汤

选 :B

（ 65--67 题共用题干）

65. 男 51 岁，右胁疼痛不适 3 年余， 3 年前因与家人生气出现右胁疼痛，反

复发作，伴有乏力，饮食减少，面色晦暗， B 超提示：肝硬化。刻下症见：右胁

下肿块，质地坚硬，疼痛剧烈，痛处固定，面色黧黑，形体消瘦，精神不振，倦怠

乏力，急躁易怒，饮食大减，大便不畅，舌质淡紫，舌苔灰燥，脉弦细数。诊断为

什么

A. 积证

B. 腹痛

C. 聚证

D. 鼓胀

选 :A

66. 其基本病机是

A. 瘀血内结，气机阻滞

B. 饮食积滞，痰浊中阻



C. 正气亏虚，瘀血内结

D. 肝郁脾虚，痰湿内阻

选 :C

67. 治宜选用

A. 保和丸

B. 八珍汤合化积丸

C. 龙胆泻肝汤合少腹逐瘀汤

D. 六君汤合桃红四物汤

选 :B

（ 68--70 题共用题干）

68. 女性， 65 岁，头晕 2 年。形体肥胖，常觉头痛如裹，头晕眼花，视物旋

转，胸闷不畅，呕恶腹胀，舌淡，苔白腻，脉滑。针灸治疗宜主取

A. 督脉及足少阳，足厥阴经穴

B. 督脉及足阳明，足太阴经穴

C. 督脉及足太阳，足太阴经穴

D. 督脉及足太阳，足少阴经穴

选 :C

69. 选择的主穴是

A. 百会、风池、肝腧、肾腧

B. 百会、风池、太冲、内关

C. 头维，中脘，丰隆、神庭

D. 神庭、天柱、脾腧、胃腧

选 :D

70. 辩证选穴原则，配用

A. 关冲、神门、三阴交

B. 行间、侠溪、太溪

C. 头维、中脘、丰隆



D. 膈俞、曲池、足三里

选 :C

（ 71--73 题共用题干）

71. 患者男， 32 岁。腰痛 3 个月。既往无腰痛史和外伤史。长期久坐后渐感腰

痛，右侧为重，痛处固定，无下肢痛，阴雨天加重，舌淡红苔薄白，脉沉滑。针灸

治疗应选择

A. 阿是穴和足太阳经

B. 阿是穴和足少阴经

C. 督脉和足太阴脾经

D. 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

选 :D

72 除阿是穴外，还可选用的穴位

A. 大肠俞、申脉、次髎委中

B. 腰阳关、命门、申脉委中

C. 夹脊穴、命门、后溪委中

D. 昆仑、肾俞、太溪、委中

选 :B

73. 阿是穴针刺方法

A. 毫针补法

B. 梅花针轻扣刺法

C. 刺络拔罐

D. 三棱针散刺法

选 :A

74. 男性， 25 岁，因交通事故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患者生命垂危，联系

不到近亲属及关系人，医生立即向医院领导申请并积极救治，这体现了医生的什么

医德

A. 仁爱

B. 诚信



C. 奉献

D. 正直

选 :A

75. 有一个老人得了绝症，然后立遗嘱说医院尽力治疗，如果出现死亡，子女不要

闹自己死后不要找医院麻烦，体现了医院和医生之间是什么关系

A. 契约

B. 服务与被服务

C. 消费与被消费

D. 信托

选 :D

76. 女性， 52 岁。住院期间需要做 MRI 检查，患者非常害怕。在沟通过程中，

医生应避免使用的语言是

A. 有什么好紧张的，其他患者都做了

B. 这项检查对诊疗非常必要，需要您配合

C. 有护士陪您去检查，别害怕

D. 这项检查风险较小，不必担心

选 :A

77. 患儿， 8 岁，因病住院。在医患沟通中，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患儿都听家长的，只与家长沟通即可

B. 患儿家长不是患者，不必与其沟通

C. 既要与家长沟通，也要与患儿本人沟通

D. 患儿什么都不懂，没有必要沟通

选 :C

78. 夫妻来做基因检测，发现妻子怀的孩子是别人的，问医务人员如何告知比较合

适

A. 把检验结果告诉双方，因为真实性才是保障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B. 把检验结果告诉妻子，因为这样才不会伤害孩子和家庭和睦



C. 把检验结果告诉丈夫

D. 隐瞒检验结果

选 :A

79. 临床医疗的目的是使患者受益，这称为医疗干预的直接效应。但是这种医疗干

预通常伴随着可预料的伤害，这称为医疗干预的间接效应。以下可为这种不可避免

的伤害进行伦理辩护的是

A. 风险效应原则

B. 双重效应原则

C. 健康效应原则

D. 代价效应原则

选 :B

80. 为使医学界遵守《纽伦堡法典》并规范医生的临床试验行为， 1964 年医学

会制订了临床的伦理与原则，这部在临床伦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际文献是

A. 东京宣言

B. 贝尔蒙报告

C. 赫尔辛基宣言

D. 希波克拉底誓言

选 :C

81. 下列医疗事故中符合三级诊断

A. 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B. 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C. 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坏的其他后果

D. 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

选 :A

二、 B 型题： 87-105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6 分。 A 、 B 、 C 、 D
是其下两道小题的备选项，请从中选择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个选项可以被选

择一次或两次。



82. 与戾气治病关系密切的是

83. 与机体对邪气的易感性主要取决于

A. 体质因素

B. 情志刺激

C. 气候变化

D. 饮食偏嗜

选 :C

选 :A

84. 外感热病出现“热厥”的病机是

85. 大怒所致薄厥病机

A. 气滞

B. 气逆

C. 气陷

D. 气闭

选 :D

选 :B

86. 胃阴虚常见

87. 脾气虚常见

A. 饥不欲食

B. 偏食

C. 消谷善饥

D. 纳呆

选 :A

选 :D

88. 咳嗽咯血，胸肋灼痛，烦热口苦，其辩证是

89. 咳嗽咯血，鼻煽胸痛，喉间痰鸣，其辩证是



A. 肝火犯肺证

B. 风热犯肺证

C. 燥热伤肺证

D. 痰热壅肺证

选 :A

选 :D

90. 三棱，莪术共同功效

91. 蒲黄，五灵脂共同功效

A. 破血行气，逐瘀消癥

B. 活血行气，祛瘀止血

C. 活血止痛，祛瘀止血

D. 破血行气，消积止痛

选 :D

选 :C

92. 具有疏肝解郁，燥湿化痰作用的药物是

93. 疏肝解郁，和血止痛的药物是

A. 香橼

B. 玫瑰花

C. 香附

D. 梅花

选 :A

选 :B

94. 大柴胡汤含有小柴胡汤不含有的药物是

95. 小建中汤含有而大建中汤没有的药是

A. 半夏

B. 干姜



C. 人参

D. 芍药

选 :D

选 :D

96. 枳实导滞丸主治症候的病因病机

97. 枳实消痞丸主治症候病因病机

A. 脾胃亏虚，升降失职，寒热互结，气壅湿象

B. 脾胃虚弱，造化失常，食积停滞，郁而化热

C. 湿热食积，内阻肠胃，气机壅塞，传化失司

D. 饮食过度，积滞内停，脾失升运，胃失和降

选 :C

选 :A

98. 咳嗽的基本病机

99. 哮的基本病机

A. 痰壅气道，肺失宣降

B. 肺失宣降肾失摄纳

C. 痰瘀经络，肺气壅闭

D. 肺失宣降，肺气上逆

选 :D

选 :A

100. 用通幽汤治疗噎嗝，应采用的治法是

101. 用启膈散治疗噎膈，应采用的治法是

A. 滋阴养血，润燥生津

B. 开郁化痰，润燥降气

C. 滋养津液，泻热散结

D. 滋阴养血，破血行瘀



选 :D

选 :B

102. 既属于上下配伍穴法，又属于本经配伍穴法的是

103. 既是上下配穴，又是同名经配穴

A. 秩边配承山

B. 合谷配太冲

C. 后溪配申脉

D. 日月配侠溪

选 :D

选 :C

104. 位于外踝尖上 5 寸，腓骨前缘的是

105. 位于内踝尖上 5 寸，胫骨内侧面的中央的是

A. 蠡沟

B. 飞扬

C. 地机

D. 光明

选 :D

选 :A

三、 X 型题： 106-16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

A 、 B 、 C 、 D 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两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选出所有符合

题目要求的选，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

106. 符合五行相生治法规律的是

A. 滋肺益肾

B. 滋肾益肝

C. 泻心清肝

D. 泻肝清肺



选 :AB

107. 以下原理可以阐释四季更替的是

A. 阴阳对立制约

B. 阴阳相互消长

C. 阴阳相互为用

D. 阴阳相互转化

选 :ABD

108. 下列病症中，与脾气不升清相关的是

A. 腹胀腹满

B. 头晕目眩

C. 神疲乏力

D. 腹胀飧泄

选 :ABD

109. 下列各组脏腑中，与血液生成和运行密切相关的是

A. 心肺

B. 心脾

C. 心肝

D. 肝脾

选 :ABCD

110. 关于卫气作用正确的是

A. 熏于肓膜，散于胸腹

B. 慓疾滑利

C. 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

D. 洒陈于五脏，和调于六腑

选 :ABC

111. 从耳后入耳中，然后入耳前的经脉是



A. 肝经

B. 三焦经

C. 小肠经

D. 胆经

选 :BD

112. 暑邪与热邪的致病共同特点

A. 耗气

B. 伤津

C. 扰神

D. 动血

选 :AB

113. 下列选项中，属于脾气虚损病机的有

A. 运化失常，纳食不化

B. 中气不足，托举无力

C. 健运无权，气血乏源

D. 统摄失司，血溢脉外

选 :ABCD

114. 关于疾病过程中标本关系的描述，正确的是

A. 正气为本，邪气为标

B. 病因为本，症状为标

C. 先病为本，后病为标

D. 脏腑病为本，肌表病为标

选 :ACD

115. 符合因地制宜的是

A. 地势的高低



B. 气候的适宜

C. 不同地区的差异

D. 饮食习惯的差异

选 :ABC

116. 属于青色主病的是

A. 阴寒内盛

B. 脾虚湿蕴

C. 瘀血内阻

D. 水饮内停

选 :AC

117. 滑数脉的有

A. 痰热内扰

B. 妊娠妇女

C. 食积化热

D. 风热袭表

选 :AC

118. 下列各项中，属于体征的是

A. 心烦心悸

B. 喉中痰鸣

C. 腹如舟状

D. 胸闷恶心

选 :BC

119. 下列属于痰蒙心神证的表现的是

A. 精神抑郁，表情淡漠

B. 神情呆滞，举止失常

C. 胸中闷痛，喉中痰鸣



D. 躁狂妄动，打人毁物

选 :ABC

120. 错语的原因是

A. 心气不足

B. 痰浊内停

C. 热入心包

D. 肝阳上亢

选 :AB

121. 下列选项中，属于寒热错杂的是

A. 发热汗出、鼻流浊涕、咳嗽痰黄、便秘尿黄

B. 腹痛洗暖、大便溏薄、胸中烦热、频欲呕吐

C. 寒热往来、心烦口苦、不欲饮食、胸胁满闷

D. 胃脘冷痛、呕吐清涎、尿频尿痛、身热腹痛

选 :BD

122. 初见发热恶寒，身痛无汗，脉浮紧等，继而高热、汗出、口渴、脉洪大，属

于

A. 表证转里

B. 表里同病

C. 寒证化热

D. 寒热错杂

选 :AC

123. 食滞胃腕与大肠湿热均可见

A. 腹痛泄泻

B. 舌苔厚腻

C. 嗳气酸腐

D. 里急后重



选 :AB

124. 下列各项中，属于肺肾阴虚证表现的是

A. 痰多质黏

B. 声音嘶哑

C. 形体消瘦

D. 月经不调

选 :BCD

125. 下列可见于心脉痹阻

A. 怔忡

B. 心胸闷痛

C. 舌紫暗

D. 脉结

选 :ABCD

126. 下列药物中，不宜与藜芦同用的是

A. 苦参

B. 丹参

C. 太子参

D. 南沙参

选 :ABD

127. 治疗肠痈的常用药物

A. 蒲公英

B. 穿心莲

C. 红藤

D. 败酱散

选 :ACD

128. 既能利尿通淋，又能下乳的药物有



A. 漏芦

B. 木通

C. 通草

D. 冬葵子

选 :BCD

129. 川贝母可用于

A. 虚劳咳嗽

B. 肺热咳嗽

C. 痰热咳嗽

D. 痰湿咳嗽

选 :AB

130. 鹿茸具有功效是

A. 祛风湿

B. 强筋骨

C. 益精血

D. 调冲任

选 :BCD

131. 脾虚便溏慎用

A. 牛蒡子

B. 栀子

C. 紫苏叶

D. 知母

选 :ABD

132. 治疗风寒湿痹，常用的药物有

A. 独活

B. 川乌



C. 络石藤

D. 蕲蛇

选 :AB

133. 大蓟与苎麻根皆可用于治疗的病症是

A. 血热出血

B. 水火烫伤

C. 胎动不安

D. 热毒痈肿

选 :AD

134. 代赭石的主治病症

A. 胃火炽盛之牙痛

B. 血热妄行之吐衄

C. 肺气上逆之喘息

D. 肝阳上亢之眩晕

选 :BCD

135. 硼砂可用治

A. 咽喉肿痛

B. 口舌生疮

C. 溃疡不收

D. 目赤翳障

选 :ABD

136. 下列关于临证制方中的表达正确的是

A. 法随证立

B. 方从法出

C. 以法遣药



D. 方以药出

选 :BD

137. 下列各项中，属于古代方剂分类理论的是

A. 《黄帝内经》“七方”说

B. 《本草拾遗》“十种”说

C. 《景岳全书》“八剂”说

D. 《医学心悟》“八法”说

选 :ABD

138. 新加黄龙汤原方用法中“姜汁二匙顿服”，其用意是

A. 防止拒药

B. 引经

C. 振奋胃气

D. 佐制

选 :AC

139. 川芎茶调散中以川芎为君的依据是：

A. 川芎辛温上扬，能上行头目

B. 川芎是治头疼的要药

C. 川芎能祛风活血止痛

D. 川芎能载药上行

选 :ABC

140. 半夏泻心汤的配伍特点

A. 寒热并用以调阴阳

B. 辛甘合用以扶阳气

C. 补泄兼施以调虚实

D. 辛苦并进以复升降

选 :ACD



141. 以下具有填精益髓功效的方剂是

A. 左归丸

B. 右归丸

C. 琼玉膏

D. 金锁固精丸

选 :AB

142. 治疗盗汗的方剂

A. 牡蛎散

B. 九仙散

C. 生脉散

D. 归脾汤

选 :AC

143. 可以辨证使用四物汤治疗的是

A. 阴虚发热

B. 胎漏

C. 经闭

D. 血崩气脱

选 :BCD

144. 下列方剂中，属于麻黄汤的衍生方的是

A. 小青龙汤

B.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C. 麻黄附子细辛汤

D. 再造散

选 :ABC

145. 旋覆代赭汤中生姜的作用

A. 温中和胃，增强降逆止呕之功效



B. 宣散水气以助祛痰之功

C. 和甘草辛甘化阳，以复脾胃之阳气

D. 制约代赭石寒凉之性

选 :ABD

146.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治疗吐血提出的是

A. 宜行血不宜止血

B. 宜化瘀不宜固涩

C. 宜补肝不宜伐肝

D. 宜降气不宜降火

选 :ACD

147. 黄疸的病理因素

A. 湿邪、热邪

B. 痰浊、食积

C. 气滞、血瘀

D. 寒邪、疫毒

选 :ACD

148. 关格可导致的病症是

A. 眩晕

B. 中风

C. 心悸

D. 昏迷

选 :ABC

149. 引起痿证的原因有

A. 感受温毒

B. 湿热浸淫

C. 房劳过度



D. 跌扑瘀阻

选 :ABCD

150. 以天麻钩藤饮为主方治疗的病症有

A. 头痛，肝阳上亢

B. 眩晕，肝阳上亢

C. 厥证，气厥实证

D. 中风，风阳上扰

选 :ABD

151. 喘证病因

A. 外邪

B. 饮食

C. 情志

D. 劳欲

选 :ACD

152. 心悸虚证的主要病机是

A. 心血不足

B. 水饮凌心

C. 心阳不振

D. 痰蒙心神

选 :AC

153. 下列属于汗证虚证的主要治法是

A. 调和营卫

B. 益气固表

C. 养血补心

D. 疏肝健脾

选 :ABC



154. 下列有关虚劳辨证施治的叙述中正确的有

A. 心阴虚证用天王补心丹

B. 肺阴虚用沙参麦冬汤

C. 肝阴虚用左归丸

D. 脾胃阴虚用益胃汤

选 :ABD

155. 头痛表证的是

A. 风寒

B. 风热

C. 风痰

D. 风湿

选 :ABD

156. 积证的治疗原则

A. 健脾化湿

B. 活血化瘀

C. 理气化痰

D. 软坚散结

选 :BD

157.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湿热泄痢的特点的是

A. 大便清稀如水样

B. 粪色黄褐色，有臭味

C. 大便时溏时稀顽固不化

D. 泄下臭如败卵

选 :ABCD

158. 下列腧穴中，能协助诊断的特定穴是

A. 原穴



B. 郄穴

C. 背俞穴

D. 八会穴

选 :AB

159. 足临泣的功效

A. 乳痈

B. 胁痛

C. 目赤肿痛

D. 偏头痛

选 :ABCD

160. 以下项目中，不宜三棱针点刺的是

A. 局部顽癣

B. 委中

C. 耳尖

D. 十宣

选 :AB

161. 以下辩证选穴正确的是

A. 月经先期虚热用曲池，太溪

B. 寒凝痛经用归来，关元

C. 经闭气滞血瘀用太冲、膈俞

D. 脾虚带下用足三里，气海

选 :BD

162. 宜用灸法的是

A. 风湿寒痹

B. 急性期蛇串疮



C. 痈疥初起

D. 气虚脱肛

选 :AD

163. 下列穴位与经脉对应正确的

A. 足少阳胆经的侠溪

B. 足太阴脾经的血海

C. 足少阳三焦经的率谷

D. 足太阴肺经的孔最

选 :AB

164. 下列属于对症选穴的是

A. 皮肤瘙痒取百虫窝

B. 恶心呕吐取内关

C. 落枕颈项强痛取外劳宫

D. 鼻渊取列缺

选 :AC

165. 下列五腧穴中，五行属金、为经穴的是

A. 少泽

B. 支沟

C. 商丘

D. 间使

选 :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