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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腰膝酸软，下肢浮肿，小便短少

D.腰膝酸软，小便频数，余沥不尽

E.腰膝酸软，失眠多梦，盗汗遗精

109.肾阳虚证的临床表现是

【解析】肾阳虚证以腰膝酸冷、性欲减退、夜尿多＋虚寒症状。

110.肾阴虚证的临床表现是

110.【答案】E

【解析】肾阴虚证以腰酸而痛、遗精、经少、头晕耳鸣等＋虚热症状。

（111～11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白芷

B.紫苏

C.防风

D.桂枝

E.淡豆豉

111.为治疗痰饮、蓄水证常用药的是

111.【答案】D

【解析】桂枝甘温，既可温扶脾阳以助运水，又可温肾阳、逐寒邪以助膀胱气化，而行水湿

痰饮之邪，为治疗痰饮病、蓄水证的常用药。

112.为治疗风邪所致瘾疹常用药的是

112.【答案】C

【解析】防风辛温发散，能祛风止痒，可以治疗多种皮肤病，其中尤以风邪所致之瘾疹瘙痒

较为常用。

（113～11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独活

B.川乌

C.防己

D.桑寄生

E.络石藤

113.具有祛风湿，利水消肿功效的药物是

113.【答案】C

【解析】防己的功效：祛风湿，止痛，利水消肿。

114.具有祛风湿，补肾安胎功效的药物是



114.【答案】D

【解析】桑寄生的功效：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安胎。

（115～11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利尿

B.敛疮

C.清肝

D.化痰

E.截疟

115.槐花的功效是

115.【答案】C

【解析】槐花的功效：凉血止血，清肝泻火。

116.仙鹤草的功效是

116.【答案】D

【解析】仙鹤草的功效：收敛止血，止痢，截疟，补虚。

（117～11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浙贝母

B.葶苈子

C.竹沥

D.瓜蒌

E.紫菀

117.治疗肺热咳嗽，胸痹结胸，应选用的药物是

117.【答案】D

【解析】瓜蒌的功效：清热化痰，宽胸散结，润肠通便。治疗痰热咳喘、胸痹、结胸。

118.治疗肺热咳嗽，瘰疬瘿瘤，应选用的药物是

118.【答案】A

【解析】浙贝母的功效：清热化痰，散结消痈。治疗（1）风热、痰热咳嗽。（2）瘰疬，瘿

瘤，乳痈疮毒，肺痈。

（119～120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鳖甲

B.石斛

C.百合

D.北沙参

E.何首乌

119.兼补肺、胃之阴的药物是

119.【答案】D

【解析】北沙参的功效：养阴清肺，益胃生津。

120.兼补肝、肾之阴的药物是

120.【答案】A

【解析】鳖甲的功效：滋阴潜阳，退热除蒸，软坚散结。治疗（1）肝肾阴虚证。（2）癥瘕



积聚。

（121～12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针对次要兼证起直接治疗作用

B.针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

C.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

D.消减或制约君、臣药的毒性和峻烈之性

E.防止病重邪甚时药病格拒

121.关于佐助药涵义的表述，正确的是

121.【答案】A

【解析】佐助药，即配合君、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兼证的药物。

122.关于反佐药涵义的表述，正确的是

122.【答案】E

【解析】反佐药，即病重邪甚，可能拒药时，配伍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

用的药物，以防止药病格拒。

（123～12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桑杏汤

B.杏苏散

C.清燥救肺汤

D.百合固金汤

E.麦门冬汤

123.治疗肺胃阴虚，气火上逆证，应首选的方剂是

123.【答案】E

【解析】麦门冬汤为治疗肺胃阴虚，气机上逆所致咳嗽或呕吐之常用方。临床应用以咳唾涎

沫，短气喘促，或口干呕逆，舌干红少苔，脉虚数为辨证要点。

124.治疗肺肾阴亏，虚火上炎证，应首选的方剂是

124.【答案】D

【解析】百合固金汤的功用：滋养肺肾，止咳化痰。主治：肺肾阴亏，虚火上炎证。

（125～12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温中健脾

B.养血健脾

C.健脾安神

D.健脾消食

E.健脾止血

125.理中丸的功用是

125.【答案】A

【解析】理中丸的功用：温中祛寒，补气健脾。

126.健脾丸的功用是

126.【答案】D

【解析】健脾丸的功用：健脾和胃，消食止泻。



（127～12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解肌发表

B.活血通脉

C.化气行水

D.散结通痹

E.温肾助阳

127.桂枝汤中配伍桂枝的意义是

127.【答案】A

【解析】桂枝为君药，助卫阳，通经络，解肌发表，祛在表之风邪。

128.五苓散中配伍桂枝的意义是

128.【答案】C

【解析】桂枝温阳化气以助利水，病兼表证则解表散邪。

（129～130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肠梗阻

B.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C.有机磷杀虫药中毒

D.肝昏迷

E.幽门梗阻

129.上述各项呕吐物闻到粪臭味的是

129.【答案】A

130.上述各项呕吐物闻到浓烈酸味的是

130.【答案】E

【解析】粪臭味见于肠梗阻，酒味见于饮酒和醉酒等，浓烈的酸味见于幽门梗阻或狭窄等。

（131～13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高血压病

B.肺动脉瓣狭窄

C.肺动脉瓣关闭不全

D.主动脉瓣狭窄

E.肺心病

131.上述各项能够引起 A2 增强的是

131.【答案】A

【解析】A2 增强见于高血压病、主动脉粥样硬化等；A2 减弱见于低血压、主动脉瓣狭窄和

关闭不全。

132.上述各项能够引起 P2 增强的是

132.【答案】E

【解析】P2 增强见于肺动脉高压、二尖瓣狭窄、左心功能不全、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

闭、肺心病；P2 减弱见于肺动脉瓣狭窄或关闭不全。

（133～13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缺铁性贫血

B.溶血性贫血

C.巨幼细胞性贫血

D.再生障碍性贫血



E.失血性贫血

133.叶酸缺乏引起的贫血是

134.【答案】C

【解析】叶酸及（或）维生素 B12缺乏所致的巨幼细胞贫血。

134.骨髓造血功能障碍引起的贫血是

134.【答案】D

【解析】骨髓造血功能障碍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

（135～13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化脓性脑膜炎

B.病毒性脑膜炎

C.蛛网膜下腔出血

D.结核性脑膜炎

E.脑肿瘤

135.脑脊液蛋白质定量显著升高的是

135.【答案】A

化脓性脑膜炎脑脊液蛋白质定量显著升高。

136.脑脊液氯化物明显降低的疾病是

136.【答案】D

结核性脑膜炎脑脊液氯化物明显降低。

（137～13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肝俞

B.心俞

C.脾俞

D.肺俞

E.肾俞

137.在脊柱区，第 11 胸椎棘突下，旁开正中线 1.5 寸的腧穴是

137.【答案】C

【解析】脾俞定位在脊柱区，第 11 胸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5 寸。

138.在脊柱区，第 2腰椎棘突下，旁开正中线 1.5 寸的腧穴是

138.【答案】E

【解析】肾俞定位在脊柱区，第 2腰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5 寸。

（139～140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手太阴肺经

B.手少阴心经

C.足太阴脾经

D.足少阴肾经

E.足厥阴肝经

139.太冲穴归属的经脉是

139.【答案】E

140.太渊穴归属的经脉是

140.【答案】A



（141～14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隐白

B.公孙

C.内庭

D.丰隆

E.阴陵泉

141.治疗痰邪所致病症，应选取的腧穴是

141.【答案】D

【解析】丰隆主治：①头痛、眩晕、癫狂。②咳嗽、痰多等痰饮病证。③下肢痿痹。④腹胀，

便秘。

142.治疗月经过多、崩漏等妇科疾病应选取的腧穴是

142.【答案】A

【解析】隐白，井穴。主治：①月经过多、崩漏等妇科病。②便血、尿血等出血证。③癫狂，

多梦。④惊风。⑤腹满，暴泄。

（143～14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后溪

B.申脉

C.列缺

D.照海

E.公孙

143.治疗督脉病证，应选取的腧穴是

143.【答案】A

【解析】后溪，输穴；八脉交会六（通督脉）主治督脉病证。

144.治疗任脉病证，应选取的腧穴是

144.【答案】C

【解析】列缺，络穴；八脉交会穴（通任脉）主治任脉病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