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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 型题）下列具有自律性的心肌细胞为

A.心房肌细胞

B.心室肌细胞

C.乳头肌细胞

D.心内膜细胞

E.窦房结

1.答案：E

解析：自律性是指心肌细胞自发产生动作电位的能力，其电生理基础是四期自发

性去极化活动。通常在较负的静息电位水平(-80～-90mv)开始自发去极化。窦房

结、心房传导束、房室交界区和希氏、浦氏系统细胞均具有高度的自律性。在正

常的情况下，心脏窦房结的自律性最高，控制着整个心脏跳动的节律，其他部位

为潜在起搏点，均被抑制，并不能发挥起搏作用。当窦房结细胞的频率降低或者

潜在起搏点兴奋性增高时，窦房结对其他起搏点的抑制作用被解除，潜在起搏点

发挥起搏功能，产生异位心律。本题 A、B、C、D均被排除，因此，选 E。

2.（A1 型题）长期卧床的慢性心功能不全病人，其水肿的分布特点是

A.以踝内侧明显

B.以胫前部明显

C.以颜面部明显

D.以腰背部、骶尾部明显

E.以四肢明显

2.答案：D

解析：心源性水肿的特点是首先出现在身体最低垂的部位，如卧床病人的背骶部、

会阴或阴囊部，非卧床病人的足踝部、胫前。用指端加压水肿部位，局部可出现

凹陷，称为压陷性水肿。重者可延及全身，出现胸水、腹水。故选 D。

3.（A1 型题）颈静脉怒张见于

A.胸腔积液

B.高血压

C.右心功能不全

D.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E.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3.答案：C

解析：左心功能不全表现为心浊音界扩大，心尖区舒张期奔马律，可并发二尖瓣

关闭不全、右侧胸水等；右心功能不全表现为心浊音界向左、右两侧增大，颈静

脉充盈，肝肿大，水肿，紫绀。本题中 C符合题意。

4.（A1 型题）临床治疗心力衰竭时，应用洋地黄的主要目的是

A.增强心肌收缩力

B.减慢心室率

C.调节心肌耗氧量

D.抑制心脏传导系统

E.提高异位起搏点的自律性

4.答案：A

解析：洋地黄可增强心肌收缩力，抑制心脏传导系统。对迷走神经系统的直接兴

奋作用是洋地黄的一个独特优点，长期应用地高辛，即使较少剂量也可对抗心衰

时交感神经兴奋的不利影响。因此，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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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1 型题）以下哪项属于心源性呼吸困难的护理措施

A.加强皮肤护理，预防压疮

B.夜间睡眠时保持半卧位

C.准确测量尿量和体重

D.加强心电监护

E.饮食中限制蛋白质摄入量

5.答案：B

解析：心源性呼吸困难主要见于心力哀竭，特点是活动时出现或加重，休息时减

轻或缓解；仰卧位时加重，坐位减轻。常发生阵发性夜间呼吸困难，故本题选 B。

6.（A1 型题）心力衰竭病人饮食，下列哪项不妥

A.低盐

B.高热量

C.富含维生素

D.适量纤维素

E.少量，多餐

6.答案：B

解析：心力衰竭的饮食护理：①限制钠盐摄入，以预防和减轻水肿；②限制水的

摄入；③热量和蛋白质适量，限制脂肪，低热量饮食能使患者的净体重维持在正

常或略低于正常水平，并能减少机体的耗氧，从而减轻心脏负荷；④补充维生素；

⑤注意维持电解质平衡；⑥适当选用多纤维食物，以有利于保持大便畅通；⑦饮

食不宜过饱。故本题选 B。

7.（A2 型题）励长期卧床的心衰患者在床上做下肢活动，其目的主要是

A.减少回心血量

B.预防压疮

C.防止肌肉萎缩

D.防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E.及早恢复体力

7.答案：D

解析：充血性心衰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心衰患者体循环淤血，长期卧

床病人极易产生下肢静脉血栓。因此，鼓励长期卧床的心衰患者在床上做下肢活

动，其目的主要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故本题选 D。

8.（A1 型题）前负荷过重见于

A.高血压

B.主动脉瓣狭窄

C.二尖瓣狭窄

D.肺动脉高压

E.二尖瓣关闭不全

8.答案：E

解析：前负荷是指心肌收缩之前所遇到的阻力或负荷，即在舒张末期，心室所承

受的容量负荷或压力就是前负荷。瓣膜病变，如二、三尖瓣、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可使容量负荷增加，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可使容量负荷降低；内外分流性疾病，

如房间隔、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可使容量负荷增加；全身性血容量改变，

如短时间内输入大量液体、甲亢、慢性贫血等可使容量负荷增加。A．高血压，

外周血管阻力增加，导致左室后负荷增加。B．主动脉瓣狭窄，心室射血时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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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后负荷增加。C．二尖瓣狭窄，右室后负荷增加。D．肺动脉高压，右室后

负荷增加。E．二尖瓣关闭不全，导致反流，左室舒张容量增加，前负荷增大。

故本题选 E。

9.（A1 型题）心源性水肿先出现在身体下垂部位，一般病人易出现在双下肢，

其主要原因是

A.有效循环血容量增多

B.毛细血管血压增高

C.组织液静水压降低

D.组织液胶体渗透压升高

E.静脉压降低

9.答案：B

解析：心源性水肿发生机制是：①有效循环血量不足，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

过率降低，继发性醛固酮增多，水钠潴留；②体循环静脉压增高，毛细血管静水

压增高，组织液回吸收减少；③淤血性肝硬化导致蛋白质合成减少、胃肠道淤血

导致食欲下降及消化吸收功能下降，继发低蛋白血症，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故

选 B。

10.（A1 型题）心源性水肿最早出现的部位是

A.眼睑

B.上肢

C.全身营养不良

D.踝部

E.会阴

10.答案：D

解析：心源性水肿的特点是下垂性，最早出现在病人的下肢。

11.（A2 型题）长期服用呋塞米的心衰患者护士应重点关注的不良反应的是

A.低血钾

B.低血镁

C.低血钠

D.脱水

E.发热

11.答案：A

解析：呋塞米是排钾利尿剂，长期服用应注意低血钾的发生。故选 A。

12.（A2 型题）心力衰竭患者长期服用噻嗪类利尿剂，最易发生的不良反应是

A.低钙血症

B.低钾血症

C.高尿酸血症

D.低血糖

E.高镁血症

12.答案：B

解析：噻嗪类利尿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低钾血症。故选 B。

13.（A1 型题）导致左心室压力负荷过重的病因是

A.二尖瓣关闭不全

B.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C.甲状腺功能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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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高血压

E.肺动脉瓣狭窄

13.答案：D

解析：左室压力负荷增加常见于高血压、主动脉瓣狭窄。肺动脉瓣狭窄会造成右

心室压力负荷增加；A、B、C均会导致心脏容量负荷增加。故选 D。

14.（A2 型题）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输液治疗时，输液速度宜控制在

A.10～20 滴/分钟

B.20～30 滴/分钟

C.30～40 滴/分钟

D.40～50 滴/分钟

E.50～60 滴/分钟

14.答案：B

解析：慢性心衰患者 24 小时输液量宜控制在 1500ml 内，输液速度 20～30 滴/

分。故选 B。

15.（A1 型题）关于心力衰竭病人的饮食护理措施，应排除

A.限制钠盐摄入

B.高维生素

C.高热量

D.易消化

E.少量多餐

15.答案：C

解析：心衰病人的饮食要求：低热量低盐清淡易消化饮食，少量多餐；食盐摄入

少于 5g/日。故选 C。

16.（A2 型题）左心衰竭患者的呼吸困难主要是由于

A.肺瘀血或肺水肿所致

B.肺泡内张力和肺循环压力增高所致

C.体循环瘀血所致

D.肝瘀血、腹水等使呼吸运动受限所致

E.支气管、肺受压所致

16.答案：A

解析：左心衰竭的表现是肺淤血和心排血量降低。故选 A。

17.（A1 型题）心源性水肿的主要致病因素是

A.右心功能不全

B.有效循环血量增多

C.心律失常

D.醛固酮水平下降

E.液体自毛细血管内渗透至组织间隙的量少于回吸收的量

17.答案：A

解析：心源性水肿最常见的病因是右心衰竭。其发生机制是有效循环血量不足，

B错误；肾小球滤过率降低，继发性醛固酮分泌增多，D错误；体循环静脉压增

高，毛细血管静水压增高，组织液回吸收减少，E错误。故选 A。

18.（A2 型题）患者出现洋地黄毒性反应，首要的处理措施是

A.补液，稀释体内药物

B.电击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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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利多卡因，纠正心律失常

D.利尿，促进排泄

E.停用洋地黄药物

18.答案：E

解析：洋地黄中毒的处理措施：①停用洋地黄；②补钾；③纠正心律失常。故首

要措施是停用洋地黄。答案选 E。

19.（A1 型题）诱发或加重心力衰竭最常见的因素是

A.呼吸道感染

B.妊娠和分娩

C.情绪激动

D.严重心律失常

E.药物使用不当

19.答案：A

解析：呼吸道感染是心衰最常见和最主要的诱因。故选 A。

20.（A1 型题）服用以下药物时，为预防不良反应，应常规测量心率的是

A.卡托普利

B.地西泮

C.地高辛

D.阿司匹林

E.阿米卡星

20.答案：C

解析：地高辛属于洋地黄类药物，使用洋地黄药物前应监测心率或脉率。故选 C。

21.（A1 型题）右心功能不全主要临床症状出现的病理生理基础是

A.肺循环淤血

B.体循环淤血

C.心肌损害

D.心室重构

E.血流动力学改变

21.答案：B

解析：右心功能不全的主要表现是体循环淤血引起的。故选 B。

22.（A2 型题）风心病患者，入院时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休息时也乏力、心

悸、气急，其心功能属于

A.I 级

B.Ⅱ级

C.Ⅲ级

D.Ⅳ级

E.无法判断

22.答案：D

解析：心功能分级：①I级：一般活动不引起疲乏、心悸、呼吸困难、心绞痛等

症状；②Ⅱ级：体力活动轻度受限。休息时无自觉症状，但平时一般活动可出现

上述症状，休息后很快缓解；③Ⅲ级：体力活动明显受限，休息时无症状，低于

平时一般活动量时即可引起上述症状，休息较长时间后症状方可缓解；④Ⅳ级：

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休息时亦有心衰的症状，体力活动后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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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2 型题）患者，女，62 岁，护士对其进行心功能分级评估时，最主要评估

下列哪项

A.病程长短

B.活动耐力

C.有无并发症

D.心脏体征

E.辅助检查

23.答案：B

解析：心功能分级主要看是否出现疲乏、心悸，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出现，即活动

耐力的评估。故选 B。

24.（A2 型题）患者，女性，61 岁，因突然出现心悸、气促，咳粉红色泡沫痰急

诊。查体：血压 195/90mmHg，心率 136 次/分。护士应首先备好的药物是

A.毛花苷 C，硝酸甘油，肾上腺素

B.硝普钠，毛花苷 C，呋塞米

C.利多卡因，酚妥拉明，毛花苷 C

D.毒毛花苷 K，硝普钠，普萘洛尔

E.硝酸甘油，毛花苷 C，多巴酚丁胺

24.答案：B

解析：硝普钠可以快速扩张动脉和静脉，降低心脏前后负荷，缓解急性肺水肿的

症状，毛花苷 C可以增强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呋塞米可以通过利尿作用降低

血压。故选 B。

25.（A2 型题）患者，女，50 岁，因心力衰竭入院。诊断为心功能Ⅱ级。患者应

表现为

A.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

B.日常活动后出现呼吸困难，休息后缓解

C.轻微活动后出现呼吸困难，休息后不易缓解

D.一般活动不引起困乏，呼吸困难

E.休息时即有呼吸困难

25.答案：B

解析：心功能Ⅱ级的表现是日常活动后出现心悸、呼吸困难，故选 B。

26.（A2 型题）患者，男，55 岁，因心力衰竭使用洋地黄进行治疗。治疗期间的

下列医嘱中，护士应对哪项提出质疑和核对

A.氯化钾溶液静滴

B.生理盐水静滴

C.5%葡萄糖溶液静滴

D.葡萄糖酸钙溶液静滴

E.乳酸钠溶液静滴

26.答案：D

解析：洋地黄与葡萄糖酸钙合用会加重洋地黄的毒性反应，导致心律失常。故选

D。

27.（A1 型题）某病人高血压病史 15 年，近 1年来从事体力活动轻度受限，日

常活动引起乏力、心悸、气急，属于

A.心功能Ⅰ级

B.心功能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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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心功能Ⅲ级

D.心功能Ⅳ级

E.重度心力衰竭

27.答案：B

解析：患者从事日常活动引起心悸、气急，属于心功能Ⅱ级的表现。选 B。

28.（A2 型题）患者，女性，65 岁，急性左心衰竭。住院治疗后心力衰竭症状有

所缓解，近 2日食欲有所改善。护士应给予正确的饮食指导是

A.高热量、低蛋白

B.低热量、低蛋白

C.高蛋白、低维生素

D.低盐、易消化

E.低热量、少纤维

28.答案：D

解析：心衰患者的饮食护理：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清淡易消化的饮食，少量多

餐，避免过饱，限制钠盐摄入，食盐摄入少于 5g/日。故选 D。

29.（A2 型题）患者，女性，患风湿性心脏病，妊娠 32 周，入院时体力活动重

度受限，休息时亦乏力、气急、心悸。其心功能属于

A.Ⅰ级

B.Ⅱ级

C.Ⅲ级

D.Ⅳ级

E.无法判断

29.答案：D

解析：心功能Ⅰ级：日常活动不受限制，一般活动不引起疲乏、心悸、呼吸困难。

心功能Ⅱ级：体力活动轻度受限制，一般活动后出现上述症状。心功能Ⅲ级：体

力活动明显受限制，低于一般活动量时出现上述症状。心功能Ⅳ级：不能从事任

何体力活动，休息亦有心衰症状。患者在休息时也有心悸、气急等症状，为心功

能Ⅳ级，故选 D。

30.（A2 型题）患者男，55 岁。大面积烧伤，半小时内输入 500ml 液体后突然出

现气促、呼吸困难，咳粉红色泡沫样痰，为该患者吸氧时湿化瓶内放入的液体是

A.乙醇溶液

B.温开水

C.蒸馏水

D.矿泉水

E.生理盐水

30.答案：A

解析：患者咳粉红色泡沫痰，是急性肺水肿的表现，应予以高流量吸氧，氧气中

加入 20％～30％乙醇湿化，以降低肺泡内泡沫的表面张力，使泡沫破裂消散。

故选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