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真题

A1 型选择题

答题说明

每一道考题下面有 A、B、C、D、E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

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

1感冒治法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的不同，其理论依据是

A．同病异治

B．异病同治

C．辨病论治

D．同病同治

E．异病异治

【答案】A

【解析】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所处的疾病的阶段

或类型不同，或患者的体质有异，故反映出的证候不同，因而治疗也就有异。感冒可因其病

因病机和患者体质的不同而出现风寒、风热、暑湿、气虚、阴虚等不同的证候，因而有辛温

解表、辛凉解表、清暑祛湿、益气解表、滋阴解表等相应的治法。

2“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所指的是

A．补阴扶阳

B．阳病治阴

C．阴中求阳

D．阳中求阴

E．阴病治阳

【答案】E

【解析】“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出自王冰《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注语中，《内经》称

之为“阴病治阳”，即用扶阳益火之法，治疗阳虚不能制阴而导致阴偏盛的虚寒证。

3肝病传脾在五行学说中体现的关系是

A．五行相生

B．五行相克

C．五行相乘

D．五行相侮

E．子病及母

【答案】C

【解析】五行相生关系：木→火→土→金→水→木；五行相克关系：木克土，土克水，

火克金，金克木，水克木。五行相乘是指五行中一行对其所胜的过度制约或克制，五行相乘

的次序与相克相同。肝在五行中属木，脾在五行中属土。生理情况下，肝和脾的制约关系属

于木克土；病理情况下，肝病传脾属于木乘土。

4根据五行相克规律，确定的治法是

A．益火补土法

B．培土生金法

C．佐金平木法

D．金水相生法



E．滋水涵木法

【答案】C

【解析】五行相克关系：木克土，土克水，火克金，金克木，水克木。临床上运用五行

相克规律来治疗疾病，其基本治疗原则是抑强扶弱。常用的有抑木扶土法、培土制水法、佐

金平木法和泻南补北法。ABDE 四项，均是根据五行相生规律确定的治法。

5最易侵犯人体上部和肌表的外邪是

A．风

B．寒

C．湿

D．暑

E．火

【答案】A

【解析】风为阳邪，其性轻扬开泄，易袭阳位。风邪善动不居，具有轻扬、升发、向上、

向外的特性。其性开泄是指其易使腠理宣泄开张而有汗出。故风邪侵袭，常伤及人体的上部

和肌表。《素问·太阴阳明论》曰：“伤于风者，上先受之。”

6导致肾气不固，气陷于下的情志刺激是

A．怒

B．悲

C．惊

D．恐

E．喜

【答案】D

【解析】肾在志为恐，过恐则伤肾。《素问·举痛论》中“恐则气下”，是指恐惧过度，

损伤肾气，导致气虚下陷，肾关不固的病理变化。可出现二便失禁、遗精、滑泄、骨痿等症

状。

7用温热方药治疗寒性病证出现的寒象，其治法是

A．寒者热之

B．热者寒之

C．寒因寒用

D．热因热用

E．用寒远寒

【答案】A

【解析】寒者热之，即以热治寒，是指寒性病证出现寒象，用温热方药来治疗。B项，

热者寒之，即以寒治热，指热性病证出现热象，用寒凉方药来治疗；C项，寒因寒用，即以

补开塞，是指用补益药物来治疗具有闭塞不通症状的虚证；D 项，热因热用，即以热治热，

是指用热性药物来治疗具有假热征象的病证；E 项，用寒远寒，是指用寒凉方药及食物时，

当避其气候之寒凉，体现的是因时制宜的治疗方法。

1.时行感冒与感冒风热证的区别点，关键在于下列哪一项

A.恶寒的轻与重

B.发热的轻与重

C.咽喉肿痛与否

D.有无传染性

E.脉数与否



1.【参考答案】D

【解析】普通感冒与时行感冒的区别：普通感冒病情较轻，全身症状不重，少有传变。在气

候变化时发病率可以升高，但无明显流行特点。若感冒 1 周以上不愈，发热不退或反见加重，

应考虑感冒继发他病，传变入里；时行感冒病情较重，发病急，全身症状显著，可以发生传

变，化热入里，继发或合并他病。具有广泛的传染性、流行性。

2.患者身热，微恶风寒，少汗，头晕，心烦，口干，干咳，痰少，舌红少苔，脉细数。治疗

宜选

A.清骨散

B.滋水清肝饮

C.秦艽鳖甲散

D.加味四物汤

E.加减葳蕤汤

2.【参考答案】E

【解析】阴虚感冒——治法:滋阴解表。——代表方:加减葳蕤汤化裁。

3.治疗咳嗽，除直接治肺外，还需注意调治的脏腑是

A.心脾肾

B.心肝肾

C.脾肝肾

D.胃脾肾

E.脾胃肝

3.【参考答案】C

【解析】治疗咳嗽，除直接治肺外，还需注意调治的脏腑是脾肝肾。

4.患者，女，62 岁。发作性气喘伴喉间痰鸣多年，因受寒发作 2 天。现症见：呼吸急促，

喉中哮鸣有声，胸膈满闷如塞，咳不甚，咯吐不爽，痰稀薄色白，面色晦滞带青，渴喜热饮，

形寒畏冷，舌苔白滑，脉弦紧。诊断为哮喘，其中医证型及首选治疗方剂是

A.脾虚证，六君子汤加味

B.肺虚证，玉屏风散加味

C.热哮证，定喘汤加减

D.冷哮证，射干麻黄汤加减

E.肾虚证，肾气丸或七味都气丸加减

4.【参考答案】D

5.患者气粗息涌，喉中痰鸣如吼，胸高胁胀，呛咳阵阵，咳痰色黄黏稠，心烦，汗出，面赤，

口渴喜饮，不恶寒，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数。此哮证的治疗原则为

A.温肺散寒，化痰平喘

B.清热宣肺，化痰平喘

C.开郁降气平喘

D.补肾纳气平喘

E.补肺益气平喘

5.【参考答案】B

6.患者，男，52 岁。患支气管哮喘 20 年，冠心病 6 年，5 月 1日游园时突感咽痒，胸闷憋



气，声高息涌，痰稠色黄，很快出现呼吸困难而送至急诊。查体：端坐呼吸，口唇发绀，桶

状胸廓，心率 108 次/分，肺动脉瓣第二心音大于主动脉瓣第一心音，双肺满布哮鸣音，舌

红苔黄腻，脉弦滑。其诊断是

A.实喘

B.虚喘

C.热哮

D.寒哮

E.以上均非

6.【参考答案】C

【解析】热哮证。主症:喉中痰鸣如吼，喘而气粗息涌，胸高胁胀，咳呛阵作，咯痰色黄或

白，黏浊稠厚，排吐不利，口苦，口渴喜饮，汗出，面赤，或有身热，舌苔黄腻、质红，脉

滑数或弦滑。

7.患者，男，30 岁。突起呼吸困难，两肺满布以呼气相为主的哮鸣音，无湿啰音，心界不

大，心率 100 次/分，律齐，未闻及心脏杂音。并见咳痰色黄，口渴，面赤红，苔黄腻，脉

滑数。应首先考虑的治疗药物是

A.β受体激动剂吸入与射干麻黄汤

B.氨茶碱与玉屏风散

C.喘定与小青龙汤

D.异丙肾上腺素与金匮肾气丸

E.糖皮质激素与定喘汤

7.【参考答案】E

【解析】哮病应首先考虑的治疗药物是糖皮质激素与定喘汤。

8.患者每遇情志刺激诱发，突然呼吸短促，但喉中痰声不著，气憋，胸闷胸痛，咽中如窒，

心悸，苔薄，脉弦，其治法是

A.理气化痰平喘

B.清热泻火理气

C.疏肝清肺化痰

D.开郁降气平喘

E.豁痰理气化瘀

8.【参考答案】D

【解析】肺气郁痹证——治法:开郁降气平喘。——代表方:五磨饮子加减。

（9~10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定喘汤

B桑白皮汤

C清金化痰汤

D导痰汤

E涤痰汤

9.治疗喘证痰热郁肺证，应首选

10.治疗热哮证，应首选

9.【参考答案】B



10.【参考答案】A

【解析】痰热郁肺证——治法:清热化痰，宣肺平喘。——代表方:桑白皮汤加减。热哮证—

—治法:清热宣肺，化痰定喘。——代表方:定喘汤或越婢加半夏汤加减。

11.喘证严重者，出现面色、唇舌、指甲青紫，表明病已波及

A.心

B.肝

C.脾

D.肾

E.肺

11.【参考答案】A

【解析】出现面色、唇舌、指甲青紫，表明病已波及心。

12.患者，男，28 岁。高热不退，汗出烦躁，胸满作痛，转侧不利，咳嗽气急，咳吐铁锈色

痰，喉中有腥味，便秘，尿赤，舌红苔黄腻，脉滑数，首选

A.桑菊饮

B.麻杏石甘汤合千金苇茎汤

C.加味桔梗汤

D.沙参清肺汤

E.清营汤

12.【参考答案】B

【解析】肺痈：痰热壅肺证+证候:咳嗽，咳痰黄稠或咳铁锈色痰，呼吸气促，高热不退，胸

膈痞满，按之疼痛，口渴烦躁，小便黄赤，大便干燥，舌红苔黄，脉洪数或滑数。治法:清

热化痰，宽胸止咳。方药:麻杏石甘汤合千金苇茎汤加减。

13.患者，女，52 岁。患肺结核，见干咳，咳声短促，咳少量白黏痰，或痰中有血丝，色鲜

红，胸部隐隐闷痛，低热，午后手足心热，皮肤干灼，口咽干燥，少量盗汗，舌边尖红，无

苔，脉细数。其证型是

A.肺阴亏损证

B.阴虚火旺证

C.气阴耗伤证

D.阴阳两虚证

E.气虚血瘀证

13.【参考答案】A

【解析】肺结核之气阴耗伤证的证候：咳嗽无力，气短声低，咳痰清稀色白，量较多，偶或

带血，或咯血，血色淡红，午后潮热，伴有畏风怕冷，自汗与盗汗并见，纳少神疲，便溏，

面色白，舌质光淡，边有齿印，苔薄，脉细弱而数。

14.患者，男，18 岁。因高热，胸痛，咳黄痰，气喘入院。查体：急性病容，体温 40 ℃，

脉搏 102 次/分，舌红，苔黄，脉滑数，X 线胸片示左下肺大片片状阴影，血白细胞 19×109/L，

中性粒细胞 80%，诊断为左下肺炎。其证型是

A.邪犯肺卫

B.正虚邪恋



C.痰热壅肺

D.热闭心神

E.阴竭阳脱

14.【参考答案】C

【解析】痰热壅肺证。证候:咳嗽，咳痰黄稠或咳铁锈色痰，呼吸气促，高热不退，胸膈痞

满，按之疼痛，口渴烦躁，小便黄赤，大便干燥，舌红苔黄，脉洪数或滑数。

15.患者，男，56 岁。肺心病病史 6 年，前日酒后受凉，发热，咳喘大作，咯吐黄痰，舌暗

苔黄腻，脉滑数。其证型是

A.痰浊阻肺

B.痰热壅肺

C.寒饮内停

D.痰蒙清窍

E.风热犯肺

15.【参考答案】B

【解析】发热，苔黄腻，脉滑数可辨证为痰热壅肺证。

考生回忆题目

肝癌的诊断和治疗

有机磷中毒，瞳孔的变化(缩小);用药是阿托品。

维生素 D 缺乏

1. 产后血虚发热头痛选方

2. 急性重型肝炎哪个酶升高

3. 热退疹出---幼儿急疹

4.风痰瘀血,痹阻脉络证----祛风化痰通络---真烦白丸子加减

患者身热，初觉热盛，久按不觉热临床意义(A)

A.热在表

B.真热假寒

C.寒热错杂

D.表邪己解

E.实热证

异烟肼引起的周围神经炎用(E)

A.维生素 A

B.维生素 C

C.维生素 D

D.维生素 E

E.维生素 B6

心脏听诊中，具有海鸥鸣样的是(E)

A.二狭

B.主闭

C.先天性心脏病



D.主狭

E.二闭

心脏听诊中，具有机器样的是(B)

A.二狭

B.主闭

C.先天性心脏病

D.主狭

E.二闭

水谷精微中的精华部分所化生的是(C)

A 宗气

B 卫气

C营气

D中气

E元气

水谷精微中的彪悍滑利部分所化生的是(A)

A 宗气

B 卫气

C营气

D中气

E元气

表现辗转体位的是(D)

A 脑出血

B胸膜炎

C急性腹膜炎

D胆绞痛

E 发绀性先天心脏病

表现强迫蹲位的是(E)

A 脑出血

B胸膜炎

C急性腹膜炎

D胆绞痛

E 发绀性先天心脏病

胸胁灼痛，急躁易怒，咳嗽咯血，脉弦数，辩证是(B)

A.肺阴虚

B.肝火犯肺

C.痰热雍肺

D.燥邪犯肺

E.肺热炽盛

胸痛，鼻息灼热，发热口渴，咳嗽气粗，脉洪数，辩证是(E)

A.肺阴虚

B.肝火犯肺

C.痰热雍肺

D.燥邪犯肺

E.肺热炽盛



被称为“十二经脉之海”的是(C)

A.任脉

B.督脉

C.冲脉

D.阴跷脉

E.阳跷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