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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 型题）动眼神经损伤没有以下哪项表现

A.瞳孔散大

B.眼睑下垂

C.眼球向下活动受限

D.眼球向外活动受限

E.眼球向上活动受限

1.答案：D

解析：动眼神经的主要功能为上提眼睑，使眼球向上、下、内运动，收缩瞳孔括

约肌。动眼神经损伤可导致眼外斜视、上睑下垂，瞳孔对光反射消失及瞳孔散大

等。故本题选 D。

2.（A1 型题）浅昏迷和深昏迷的主要区别为

A.有无自主运动

B.角膜反射及防御反射是否存在

C.对声、光刺激的反应

D.有无大、小便失禁

E.能否被唤醒

2.答案：B

解析：昏迷按其程度可分为：①浅昏迷：意识大部分丧失，对周围事物及声光刺

激均无反应，但对强烈的刺激有反应，吞咽反射、咳嗽反射、角膜反射、瞳孔对

光反射存在，眼球能转动；②深昏迷：意识全部丧失，对外界各种刺激均无反应，

各种反射消失，全身肌肉松弛。故应选 B。

3.（A1 型题）提示锥体束受损的重要体征是

A.颈项强直

B.腹壁反射消失

C.膝腱反射亢进

D.巴宾斯基征阳性

E.克匿格征阳性

3.答案：D

解析：A．颈项强直为脑膜刺激征表现，见于各种脑膜炎、蛛网膜下腔出血、脑

脊液压力增高等。B．腹壁反射为浅反射，腹壁反射消失见于胸髓受损。C．膝腱

反射为深反射，膝腱反射亢进常为上运动神经元瘫痪的表现。D．巴宾斯基征阳

性是提示锥体束受损的重要体征，见于脑出血、脑肿瘤。E．克匿格征阳性为脑

膜刺激征表现。故本题应选 D。

4.（A1 型题）急性脑疝发生时首要的治疗是

A.急诊手术

B.低温冬眠

C.静脉输入高渗脱水剂

D.静脉输入抗生素

E.高压大量灌肠

4.答案：C

解析：脑疝确诊后应立即采取降低颅内压，为手术争取时间，主要有快速静脉输

入 20%甘露醇 200~500ml、地塞米松 10mg，以暂时降低颅内压，纠正脑组织灌注

不足。故本题选 C。

5.（A1 型题）颅内压增高的表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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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喷射性呕吐

B.视盘水肿

C.黄疸

D.双侧瞳孔不等大

E.库欣反应

5.答案：C

解析：颅内压增高主要表现为头痛、呕吐（多为喷射状）、视乳头水肿、意识障

碍及生命体征变化（库欣反应），故本题选 C。

6.（A1 型题）急性枕骨大孔疝首先采取的措施是

A.行脑脊液分流术

B.快速输入脱水药物

C.钻颅行脑脊液外引流

D.腰椎穿刺脑脊液引流

E.大剂量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6.答案：B

解析：脑疝确诊后应立即采取降低颅内压，为手术争取时间，主要有快速静脉输

入 20%甘露醇 200~500ml、地塞米松 10mg，以暂时降低颅内压，纠正脑组织灌注

不足。故本题选 B。

7.（A1 型题）颅内压增高的三主征是

A.血压升高、脉缓有力、呼吸深慢

B.头痛、高热、共济失调

C.头痛、呕吐、视盘水肿

D.昏迷，双侧瞳孔缩小，对侧肢体痉挛性瘫痪

E.头痛、颈项强直、病理反射阳性

7.答案：C

解析：颅内压增高主要表现为头痛、呕吐、视乳头水肿、意识障碍及生命体征变

化，故本题选 C。

8.（A1 型题）降低颅内高压最有效而易行的方法是

A.腰椎穿刺大量引流脑脊液

B.施行人工冬眠低温

C.进行控制性过度换气

D.使用脱水剂或利尿剂

E.将病人置于高压氧舱内

8.答案：D

解析：降低颅内高压最有效而易行的方法是使用脱水剂，最常用 20%甘露醇，成

人每次 250ml，15~30 分钟内滴完，每日 2~4 次，滴注后 10~20 分钟颅内压开始

下降，约维持 4~6 小时，可重复使用。故本题选 D。

9.（A1 型题）出现小脑幕切迹疝时，有定位意义的瞳孔变化是

A.患侧瞳孔逐渐缩小

B.患侧瞳孔短暂缩小后逐渐散大

C.双侧瞳孔缩小

D.双侧瞳孔散大

E.双侧瞳孔大小不变

9.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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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小脑幕切迹疝病人瞳孔改变：病初由于患侧动眼神经受刺激导致患侧瞳孔

变小，对光反射迟钝，随病情进展患铡动眼神经麻痹，患侧瞳孔逐渐散大，直接

和间接对光反射均消失，并有患侧上睑下垂、眼球外斜。

10.（A1 型题）颅内压增高最严重的后果是

A.头痛

B.血压升高

C.意识障碍

D.脑疝

E.视神经乳头水肿

10.答案：D

解析：颅内压增高至一定程度后，颅内各分腔之间的压力不平衡，脑组织从高压

区向低压区移位，部分脑组织被挤入颅内生理孔隙中，导致脑组织、血管及神经

等受压移位，出现严重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称为脑疝。脑疝是颅内压增高的危象

和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故本题选 D。

11.（A1 型题）判断成人颅内压增高较可靠的依据是

A.头痛

B.呕吐

C.昏迷

D.视神经乳头水肿

E.脑中线移位

11.答案：D

解析：颅内压增高主要表现为头痛、呕吐、视乳头水肿、意识障碍及生命体征变

化，其中视神经乳头水肿是颅内压增高的重要客观体征，故本题选 D。

12.（A1 型题）脑疝前驱症状不包括

A.体温升高

B.频繁呕吐

C.烦躁不安

D.脉搏渐慢

E.呼吸慢而深

12.答案：A

解析：脑疝前驱症状包括：颅内压增高（头痛加重、呕吐频繁、躁动不安）、意

识障碍、生命体征改变（呼吸深慢，脉搏慢而有力）。不包括体温升高，本题应

选 A。

13.（A1 型题）导致颅内压增高的常见原因是

A.脑水肿

B.脑肿瘤

C.脑脓肿

D.狭颅症

E.颅底凹陷症

13.答案：A

解析：导致颅内压增高的常见原因：颅内占位性病变；颅内感染性疾病；颅脑损

伤；脑缺氧；中毒；内分泌功能紊乱。故上述病变均可造成继发性脑水肿，导致

颅内压增高。故选 A。

14.（A1 型题）颅内压升高引起死亡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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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呕吐

B.意识障碍

C.脱水

D.感染

E.脑疝

14.答案：E

解析：正常人颅内有一定压力，称为颅内压（简称颅压），通常是指在水平卧位、

身体松弛的状态下，经腰椎穿刺接上一定内径的管子所测得压力，因而又确切地

称之为脑脊液压力。颅内压升高可引起呕吐、意识障碍、脱水、感染、脑疝等症

状，但引起死亡的原因的脑疝。故选 E。

15.（A1 型题）颅内压增高病人库欣反应表现错误的是

A.血压升高

B.脉压增大

C.脉搏慢而有力

D.呼吸深而慢

E.反应迟钝和呆滞

15.答案：E

解析：库欣反应，是由库欣于 1900 年曾用等渗盐水灌入狗的蛛网膜下腔以造成

颅内压增高，当颅内压增高接近动脉舒张压时，血压升高、脉搏减慢、脉压增大，

继之出现潮式呼吸，血压下降，脉搏细弱，最终呼吸停止，心脏停搏而导致死亡。

故选 E。

16.（A1 型题）降低颅压治疗最常用的是

A.肾上腺皮质激素

B.呋塞米

C.抗生素

D.浓缩血浆

E.甘露醇

16.答案：E

解析：甘露醇注射液作为高渗透降压药，是临床抢救特别是脑部疾患抢救常用的

一种药物，具有降低颅内压药物所要求的降压快、疗效准确的特点。用于治疗各

种原因引起的脑水肿，降低颅内压，防止脑疝。故选 E。

17.（A1 型题）关于冬眠疗法的护理，错误的是

A.不宜翻身和移动体位

B.体温不低于 32℃

C.保持水、电解质平衡

D.严密观察生命体征

E.复温时先停冬眠液，后撤降温

17.答案：E

解析：人工冬眠疗法，就在于减轻机体的过度应激反应，使机体处于冬眠状态(如

类似过冬的青蛙等动物)，以降低代谢、减轻细胞耗氧、改善微循环，从而使细

胞免遭严重损害，为其原发病的治疗争取了时间，提供了前提。复温时应先后撤

降温，停冬眠液。故选 E。

18.（A1 型题）以下出现中枢性呕吐的是

A.颅内压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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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肠梗阻

C.急性胰腺炎

D.急性胆囊炎

E.胆石症

18.答案：A

解析：可有反射性呕吐：咽部受到刺激；胃、十二指肠疾病；肠道疾病；肝胆胰

疾病等。中枢性呕吐：神经系统疾病：颅内感染、脑血管病、颅脑损伤、癫痫等

致颅压增高疾病；全身性疾病：尿毒症、肝昏迷、糖尿病酸中毒、甲状腺功能亢

进、低血糖、低钠血症、早孕等。故选 A。

19.（A1 型题）患儿，1岁。外伤致颅内出血，前囟隆起，喷射性呕吐，嗜睡，

对光反射迟钝。观察中可提示脑疝发生的表现是

A.血压下降

B.四肢肌力减退

C.由嗜睡转为浅昏迷

D.双侧瞳孔不等大

E.自主活动减少或消失

19.答案：D

解析：脑疝初期由于患侧动眼神经受刺激导致患侧瞳孔缩小，对光反射迟钝；随

病情发展，患侧动眼神经麻痹，患侧瞳孔逐渐散大，直接和间接对光反应消失，

并伴有上睑下垂和眼球外斜。故本题选 D。

20.（A1 型题）男性，68 岁，因头痛、头晕 1周，加重 3日，伴视力模糊入院，

血压 180/110mmHg，心率 98 次/分，眼底检查可见棉絮状渗出，心电图示左室肥

大。首要处理方法是

A.硝酸甘油静脉滴注

B.硝酸甘油舌下含服

C.静脉推注毛花苷丙（西地兰）

D.静脉给利尿剂

E.甘露醇快速静脉滴注

20.答案：A

解析：此患者头痛、头晕，伴视力模糊，血压 180/110mmHg，眼底检查可见棉絮

状渗出，提示急性高血压。高血压急症时必需迅速使血压下降，以静脉给药最为

适宜，以便随时改变药物所要使用的剂量。常用硝酸甘油，以扩张静脉为主，较

大剂量时也使动脉扩张。静脉滴注可使血压较快下降。故选 A。

21.（A1 型题）下列导致头皮损伤最严重的是

A.头皮搓伤

B.头皮撕脱伤

C.头皮血肿

D.皮下血肿

E.帽状腱膜下血肿

21.答案：B

解析：头皮损伤是指直接损伤头皮所致，常因暴力的性质、方向及强度不同所致

损伤各异，可分头皮开放性头皮擦伤、挫伤、裂伤及撕脱伤等。其中最严重的是

头皮撕脱伤，病人大量失血，可致休克。

22.（A1 型题）头皮损伤骨膜下血肿的突出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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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血肿小

B.血肿局限

C.血肿以骨缝为界

D.疼痛重

E.常合并有骨折

22.答案：C

解析：头皮血肿可分为皮下血肿，帽状腱膜下血肿和骨膜下血肿。骨膜下血肿的

特点是局限于某一颅骨范围内，以骨缝为界。皮下血肿体积小，张力较高，可有

波动感，故本题选 C。

23.（A1 型题）头皮撕脱伤的特点下列哪项不对

A.常发生于女性车工

B.出血多

C.大片头皮自骨膜下撕脱

D.易导致休克

E.常合并颈椎骨折

23.答案：C

解析：头皮撕脱伤多因发辫受机械力牵扯，使大块头皮自帽状腱膜下层或连同颅

骨骨膜被撕脱所致，它可导致失血性或头痛性休克，并合并颈椎骨折，故 ABED

正确，C不正确。

24.（A1 型题）头皮裂伤，下述处理哪项错误

A.尽早清创

B.应用抗生素

C.应用 TAT

D.清创争取 6～8h 之内

E.超过 24h 的创口绝不能一期缝合

24.答案：E

解析：头皮裂伤处按照压迫止血，清创缝合的原则外，尚应注意：1.需检查伤口

深处有无骨折碎片，如发现脑脊液或脑组织外漏，需按开放性脑损伤处理。2.

头皮血供丰富，其清创缝合时间可允许放宽至 24 小时。同时还应常规应用抗菌

素和破伤风抗毒素（TAT）。故 E不正确。

25.（A1 型题）社区护士向某工厂职工宣讲职业防护。其中讲解女性如果在工作

期间长发被卷入转动的机器，头皮完全撕脱时，其处理方法应该是

A.用消毒液清洗后，隔水放置于有冰的容器中送医院

B.用无菌敷料包裹后，放置于有冰容器中送医院

C.用无菌敷料包裹后，隔水放置于有冰的容器中送医院

D.不做任何处理送医院

E.不需要保留和处理

25.答案：C

解析：被撕脱的头皮，轻轻折叠撕脱内面，外面用无菌敷料包裹，要保持绝对的

干燥，禁止置于任何药液中。故本题选 C。

26.（A1 型题）颅脑损伤病人抬高床头 15°～30°的目的是

A.减轻脑水肿

B.有利于伤口愈合

C.有利于呼吸道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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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病人舒适

E.防止误吸

26.答案：A

解析：抬高床头 15°～30°有利于颅内静脉回流，减轻脑水肿，故本题选 A。

27.（A1 型题）脑震荡的主要临床表现是

A.脑脊液无明显改变

B.有头痛、头晕、呕吐

C.血压下降

D.脸色苍白出冷汗

E.短暂的意识障碍

27.答案：E

解析：病人脑震荡后立即出现短暂的意识障碍，持续数秒或数分钟，清醒后多不

能回忆受伤当时及伤前近期的情况，而对往事记忆清楚，称为逆行性遗忘。故本

题选 E。

28.（A1 型题）开放性脑损伤的主要表现不包括

A.硬脑膜破裂

B.头皮裂伤

C.脑积水

D.脑脊液漏

E.颅骨骨折

28.答案：C

解析：头颅损伤后脑组织与外界相通称为开放性脑损伤，皆伴有头皮裂伤、颅骨

骨折、硬脑膜破裂和脑脊液漏，可发生失血性休克和颅内感染。故本题选 C。

29.（A1 型题）关于颅脑损伤病人降温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A.对高热的病人要降温

B.可用冰帽、冰袋物理降温

C.过高的可用冬眠低温疗法

D.物理降温无效的可用冬眠低温疗法

E.有寒战反应时不可用冬眠低温疗法

29.答案：E

解析：高热造成脑组织相对性缺氧，加重脑的损害，故需采取积极的降温措施。

常用的物理降温法有冰帽，或头颈腋，腹股沟出放置冰袋等。故 AB 正确。如体

温过高或物理降温无效或引起寒战时，需采用冬眠疗法。故 C、D正确。E不正

确。

30.（A1 型题）颅脑损伤冬眠疗低温疗法注意事项，下列哪项有错

A.物理降温需待用冬眠药后 2h 才可进行

B.每 1～2h 测 BP、P、R 一次

C.肛温在 32～34℃为宜

D.收缩压在 80mmHg(10

E.体温过低易出现心脏并发症

30.答案：A

解析：冬眠疗法常用氯丙嗪或异丙嗪各 25 或 50mg 肌注或静脉慢注，用药 30 分

钟后开始物理降温，故 A不正确。保持肛门温度 32～34℃为宜，每 1～2h 测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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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一次收缩压在 80mmHg(10．7kPa)以下停止给药，冬眠药物可降低血管张力，

应该掌握好剂量防止低血压的出现，体温过低易出现心脏并发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