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选择题
1、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 ）

A、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B、四诊八纲和阴阳五行 C、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

D、八纲辨证和五行学说 E、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

2、中医学整体观念的内涵是（ ）

A、人体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社会相互统一 B、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C、自然界是一个整体 D、人体三焦是一个整体 E、五脏与六腑是一个整体

3、整体观念的内容为（ ）

A、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B、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C、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D、五脏一体观，形神一体观

E、以上均是

4、下列表述中属于证的是（ ）

A、胸痛 B、水痘 C、恶心 D、风热感冒 E、恶寒发热

5、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是（ ）

A、八纲辨证 B、精气血津液辨证 C、脏腑辨证 D、整体观念 E、辨证论治

6、属阳的脉象是（ ）

A、沉 B、涩 C、洪 D、细 E、小

7、诊断疾病时以气息分阴阳，属阳者为（ ）

A、语声低微 B、语声无力 C、少言沉静 D、语声高亢 E、低声懒言

8、药味分阴阳，属阳是的（ ）

A、酸、苦、咸 B、辛、苦、咸 C、辛、甘、淡

D、甘、淡、涩 E、甘、苦、淡

9、下列各项中，属于阴的是（ ）

A、脉象洪大 B、面色鲜明 C、迟脉 D、脉象滑数 E、声高

10、下列选项中，可以用阴阳相互转化来解释的是（ ）

A、阴损及阳 B、阴病治阳 C、阳中求阴 D、寒极生热 E、热者寒之

11、“阴胜则阳病”说明了阴阳之间的何种关系（ ）

A、阴阳交感 B、阴阳互根 C、阴阳对立 D、阴阳消长 E、阴阳转化

12、关于阴和阳的概念描述中，最确切的是（ ）

A、阴和阳是中国古代的两点论 B、阴和阳即是矛盾

C、阴和阳代表对立的事物 D、阴和阳代表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属性

E、阴和阳说明相互关联着的事件

13、中医学将人体具有温煦、推动、兴奋作用的物质及其功能确定为阳，这一认识体现了阴

阳的哪一特性（ ）

A．相对性 B．规定性 C．可分性 D．转化性 E．普遍性

14、五脏中“阴中之阴”脏是（ ）

A心 B肺 C.脾 D.肝 E.肾

15、“壮水之主，以制阳光”适用的病证是（ ）

A.阳偏衰 B.阳偏盛 C.阴偏盛 D.阴偏衰 E.阴阳两虚

16、“阳病治阴”的病理基础是（ ）

A.阴偏衰 B.阳偏衰 C.阴偏盛 D.阳偏盛 E.阴阳两虚

17、下列选项属于“实则泻其子”治则的是（ ）

A、肝旺泻心 B、肝旺泻胆 C、肝旺泻肺 D、肝旺泻肾 E、肺旺泻胃

18、根据五行相生规律确立的治法是（ ）

A、泻南补北 B、培土制水 C、抑木扶土 D、益火补土 E、佐金平木

19、属于“子病犯母”的脏病传变是（ ）

A、心病及肝 B、心病及脾 C、心病及肺 D、心病及肾 E、肝病及肺

20、五行关系中“见肝之病，知肝传脾”是指（ ）

A、木生土 B、木克土 C、木侮土 D、木乘土 E、木疏土

21、五行中某一行过于强盛，使原来克制它的一行不仅无法克制它，反而受其反向克制，说

明五行之间的关系是（ ）

A、五行制化 B、五行相生 C、五行相克 D、五行相乘 E、五行相侮

22、五行中，木是土的（ ）

A、所不胜 B、相生 C、母 D、子 E、所胜

23、五行中具有“曲直”特性的是（ ）

A、金 B、水 C、木 D、火 E、土

24．在五行学说中，不属肾病诊断依据的是（ ）

A.面见黑色 B.善恐 C.易骨折 D.流涎 E.耳聋

25、“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指的是（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26、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的理论依据是（ ）

A、心主血脉 B、心总统意志 C、心总统魂魄 D、心主情志 E、心主神志

27、五脏关系中主要体现在气血方面的两脏是（ ）

A、心与肺 B、心与肾 C、肺与脾 D、脾与肾 E、肺与肾

28、与血液生成及运行关系密切的是（ ）

A、心与肺 B、心与肾 C、心与脾 D、脾与肝 E、肺与肝

29、气血两虚的病变多见于哪两脏（ ）

A、心与肺 B、心与肾 C、心与脾 D、脾与肝 E、肺与肝

30、“精血同源”指的是（ ）

A、心肺关系 B、肺肝关系 C、肝脾关系 D、肝肾关系 E、心肾关系

31、“在窍为目”的脏是（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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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筋之余”是指（ ）

A、发 B、爪 C、毛 D、唇 E、面

33、目的视物辨色功能主要取决于（ ）

A、肾阳的蒸化 B、肾阴的滋养 C、肾中精气的充盈

D、肝血的充足 E、脾气的健运

34、在肾主闭藏的功能活动中，最具有生理意义的是（ ）

A、纳气归肾，促进元气之生成 B、固摄二便，防止二便之失禁

C、固摄水液，防止水液无故流失 D、固摄精气，防止精气无故散失

E、摄纳阳气，防止阳气浮越于上

35、主“身之骨髓”的脏是（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36、推动和调节脏腑气化是（ ）

A、肝的功能 B、心的功能 C、脾的功能 D、肺的功能 E、肾的功能

37、促进机体滋润、宁静、成形和制约阳热功能的物质是（ ）

A、肾精 B、肾气 C、肾阴 D、肾阳 E、肾血

38、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和宣散作用的物质是（ ）

A、肾精 B、肾气 C、肾阴 D、肾阳 E、肾血

39、脾为“气血生化之源”的理论基础是（ ）

A、脾主运化水液 B、脾主运化水谷 C、脾气主升

D、脾主统摄血液 E、脾喜燥恶湿

40、脾统血的主要作用机制是（ ）

A、控制血液的流速 B、控制血液的流量 C、控制血液向外周运行

D、控制血液向内脏运行 E、控制血液在脉内的运行

41、具有“喜燥恶湿”生理特性的脏是（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42、具有主行水功能的脏是（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43、“先天之本”指的脏是（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44、具有“主通降”生理特性的是（ ）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45、小肠的生理功能，描述不正确的是（ ）

A、主受盛化物 B、主泌别清浊 C、主液

D、主津 E、吸收水谷精微和津液

46、“水谷之海”指的是（ ）

A.胆 B.胃 C.小肠 D.三焦 E.膀胱

47、与血液运行相关的脏腑包括（ ）

A、肝 B、心 C、脾 D、肺 E、以上皆是

48、易于感冒是气的哪一种功能减退的表现（ ）

A、推动与调控作用 B、温煦与凉润作用 C、防御作用

D、固摄作用 E、中介作用

49、元气运行的道路是（ ）

A、脉外 B、三焦 C、心脉 D、胸腔 E、全身

50、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不易逸出脉外体现了气的（ ）

A、推动与调控作用 B、温煦与凉润作用 C、防御作用

D、固摄作用 E、中介作用

51、主管生长发育是气的（ ）

A、推动的作用 B、温煦与凉润作用 C、防御作用

D、固摄作用 E、中介作用

52、人体最根本、最重要的气是（ ）

A、元气 B、宗气 C、营气 D、卫气 E、中气

53、与气的生成密切相关的脏是（ ）

A、心、肝、脾 B、肺、肝、肾 C、肺、脾、肾

D、肝、脾、肾 E、心、肺、肾

54、内踝上 8 寸以上，循行于下肢内侧前缘的经脉是（ ）

A、足少阳胆经 B、足少阴肾经 C、足太阳膀胱经

D、足太阴脾经 E、足阳明胃经

55、按照十二经脉气血流注次序，心包经下交的经脉是（ ）

A、手少阳三焦经 B、手少阴心经 C、足厥阴肝经

D、足少阳胆经 E、足少阴肾经

56、手足三阳经交于（ ）

A、手 B、足 C、头面 D、腹 E、胸

57、足阳明胃经分布在（ ）

A、下肢内侧前缘 B、下肢外侧前缘 C、下肢内侧后缘

D、下肢外侧中线 E、下肢外侧后缘

58、循行于上肢外侧中线的经脉是（ ）

A、手少阴心经 B、手厥阴心包经 C、手太阳小肠经

D、手少阳三焦经 E、手太阴肺经

59、分布在头侧的经脉是（ ）

A、太阳经 B、阳明经 C、少阳经 D、厥阴经 E、太阴经

60、手三阳经在躯干部的分布是（ ）

A、胸部 B、腹部 C、背部 D、肩胛部 E、体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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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与手厥阴经相表里的经脉是（ ）

A、足厥阴 B、足少阳 C、足阳明 D、手太阳 E、手少阳

62、足三阳经的走向规律是（ ）

A、从头走足 B、从足走头 C、从胸走手 D、从手走头 E、从足走腹

63、督脉的主要生理功能是

A、总督一身之阴经 B、总督一身之阳经 C、分主一身左右之阴阳

D、约束诸经 E、调节十二经气血

64、奇经八脉中，与脑、髓、肾关系密切的经脉是（ ）

A、带脉 B、任脉 C、冲脉 D、督脉 E、维脉

65、足太阴脾经分布在（ ）

A.下肢内侧前缘 B.下肢外侧前缘 C.下肢内侧后缘

D.下肢外侧中线 E.下肢外侧后缘

66、具有约束纵行诸经功能的是( )

A.冲脉 B.任脉 C.督脉 D.带脉 E.阴阳维脉

67、称为“十二经脉之海”的是( )

A.冲脉 B.任脉 C.督脉 D.带脉 E.阴阳维脉

68、瘀血所致出血的特点是（ ）

A、出血量多 B、出血不畅 C、出血夹有血块

D、出血伴有疼痛 E、出血量少

69、六淫致病，最容易引起疼痛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湿邪 D、燥邪 E、火邪

70、侵犯人体，易于引起肿疡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暑邪 D、湿邪 E、火邪

71、“行痹”主要是由何种邪气引起（ ）

A、风邪 B、寒邪 C、暑邪 D、湿邪 E、火邪

72、劳力过度，临床多见（ ）

A、健忘，早衰 B、心悸，失眠，多梦 C、腹胀，便溏，消瘦

D、腰膝酸软，眩晕耳鸣 E、少气懒言，体倦神乏

73、劳神过度，常见临床表现是（ ）

A、腰酸腿软，精神萎靡 B、气少力衰，神疲消瘦

C、心悸、失眠、纳呆、腹胀、便溏 D、动则心悸，气喘汗出

E、以上均非

74、具有耗气伤津致病特点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湿邪 D.燥邪 E.火邪

75、六淫邪气中，易损伤人体阳气是（ ）

A.火邪 B.湿邪 C.暑邪 D.燥邪 E.风邪

76、小儿食积而致疳积，其发病类型是（ ）

A、伏而后发 B、徐发 C、继发 D、合病 E、复发

77、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是（ ）

A、阴阳失调 B、正气不足 C、邪正交争 D、邪气亢盛 E、邪气损正

78、阳偏盛的病理状态是( )

A、阳气亢盛，机能亢奋，热量过剩 B、阴液不足，阳气失制而偏盛

C、阳气亢盛，耗伤机体的阴液 D、阴寒之邪盛于内，逼迫阳气浮越于外

E、以上均非

79、下列哪项不是阴虚风动的临床表现( )

A、筋脉拘挛 B、手足蠕动 C、低烧颧赤 D、潮热盗汗 E、神昏谵语

80、导致湿浊内生的病因是( )

A、脾失健运 B、膀胱失司 C、肺失宣降

D、三焦气化失司 E、肾的气化功能减退

81、血燥生风的病因是( )

A、产后恶露，日久不净 B、热病后期，阴津亏损 C、水不涵木，浮阳不潜

D、生血不足或外伤失血 E、血虚津亏，失润化燥

82、津伤化燥多发生的脏腑为( )

A、心、肺、胃 B、肝、脾、肾 C、肝、肾、大肠

D、脾、胃、大肠 E、肺、胃、大肠

83、导致湿浊内生的病因是( )

A、脾失健运 B、膀胱失司 C、肺失宣降

D、三焦气化失司 E、肾的气化功能减退

84、气不摄血多与哪一脏的功能失调有关(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85、津液耗损导致血行瘀滞不畅的病理变化称为( )

A、津枯血燥 B、水停气阻 C、气随津脱 D、血瘀水停 E、津亏血瘀

86、下列疾病中应采用“急则治其标”的是( )

A、二便不通 B、脾虚泄泻 C、阳虚外寒 D、阴虚内热 E、气血两亏

87、治病时考虑年龄属于( )

A.治未病 B.扶助正气 C.因人制宜 D.因时制宜 E.因地制宜

88、用补益药治疗闭塞不通症状的病证，属于( )

A.热因热用 B.寒因寒用 C.塞因塞用 D.通因通用 E.热者寒之

89、适用于脾虚腹胀的治则治法是( )

A.塞因塞用 B.寒者热之 C.热因热用 D.寒因寒用 E.通因通用

90、某病人发热、面赤、口渴喜冷饮、烦躁不安、尿少色黄、大便干结、舌红苔黄燥、脉数

有力。所患的病证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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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寒证 B．虚热证 C．实热证 D．虚实证 E．痰饮证

二、简答题
1、如何理解辨证论治？（10 分）

2、何谓整体观念？体现在哪几方面？（10 分）

3.何谓阴阳的相互转化？举例说明。（10 分）

4.简述阴阳互根互用关系及其意义。（10 分）

5.简述阴阳学说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10 分）

6.五行各自的特性是什么？（10 分）

7.何谓五行相生？其顺序是什么？关系是什么？举例说明。（10 分）

8.如何运用五行学说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10 分）

9.简述五行的生克及制化关系。（10 分）

10.试论五行相生理论在指导五脏疾病治疗中的应用。（10 分）

11、五脏的共同生理功能和特点是什么？六腑的共同生理功能和特点是什么？（10 分）

12、何为肝藏血？其生理效应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10 分）

13、肾的生理特性有哪些？（10 分）

14、胃的主要功能和生理特性各是什么？（ 10 分）

15、人体之气是怎样生成的？（10 分）

16、血的营养和滋润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10 分）

17、试述“津血同源”和“汗血同源”的机理及其临床意义。（10 分）

18、治疗水肿时，为什么要釆用益气利水法或行气利水法？（10 分）

19、试述脾与气、血、津液在生理上的联系。（10 分）

20、十二经脉的走向和交接规律如何？（10 分）

21、十二经脉在头面部的分布特点是什么？（10 分）

22、简述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10 分）

23、督脉与任脉的起止点和循行有何不同？（10 分）

24、简述奇经八脉的含义及其功能特点。（10 分）

25、试述冲、带脉各自的生理功能。（10 分）

26、试述跷脉和维脉的基本功能。（10 分）

27、简述经筋的含义、分布特点及主要功能。（10 分）

28、试述经络的生理功能。（10 分）

29、六淫致病共同的特点是什么？（10 分）

30、以寒邪、湿邪伤及阳气为例，说明“阴胜则阳病"的原理。（10 分）

31、试述外寒与内寒的区别和联系。（10 分）

32、七情内伤的致病特点是什么？（10 分）

33、试述瘀血的概念、形成及其病机特征。（10 分）

34、瘀血的形成机制是什么？（10 分）

35、简述正气的概念，正气的防御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10 分）

36、如何理解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37、阴阳失调包括哪几种类型各种病机特点是?

38、气血关系失调常见的病症类型?

39、血瘀淤血的概念和关系?

40、风气内动的机理和证型分类

41.、何谓气机失调？气机失调病机主要有哪几个方面？（10 分）

42、气血关系失常病机有哪些病理变化？（10 分）

43、精与气血关系失常病机主要有哪几个方面的病理变化？（10 分）

44、如何调理气与血的关系？（10 分）

45、标和本的含义是什么？并举例说明。

46、精的失常病机主要有哪些内容？（10 分）

慈海-中医（专长）基础课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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