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妇科主治医师考试押题 100

1.《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浊阴走五脏”，“浊阴”是指

A.二便等污秽之物

B.使上窍发挥各种功能的精微物质

C.饮食化生的精气

D.精血津液

E.卫气

【答案】D

2.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味辛甘”药物的性能是

A.固表发汗

B.发散属阳

C.宣通肺气

D.补虚

E.涌泄属阴

【答案】B

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关“清阳、浊阴”的论述，不正确的是

A.清阳为天，浊阴为地

B.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

C.清阳为雨，浊阴为云

D.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

E.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

【答案】C

4.《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病必求于本”之“本”指的是

A.病机

B.病因

C.阴阳

D.根本

E.本质

【答案】C

【解析】“治病必求于本”之“本”指阴阳。此句从哲学的高度提示了治疗疾病的总则，即

以调节阴阳为治疗总纲，与后世的“治病求本”不同。

5.《素问·灵兰秘典论》言膻中的主要功能有

A.产生七情

B.聚藏精气

C.代君行令

D.辅助血行

E.以上都是

【答案】C

6.据《素问·太阴阳明论》，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病

A.泄泻

B.四肢不用



C.水肿

D.饥不受食

E.腹痛

【答案】B

【解析】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

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脾病，指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不能将胃腐熟消

化而产生的水谷精气转输至四肢，以致四肢失于充养，日久痿而不用。

7.根据《素问·五脏别论》，下列各项中不具有藏而不泻特性的是

A.肝

B.心

C.胆

D.女子胞

E.三焦

【答案】E

【解析】三焦为“腑”，泻而不藏。《素问·五脏别论》以天地阴阳藏泻作为标准，明确提出

腑“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具有实而不满的特点。脏与奇恒之腑“象于地”，故藏而不泻，

具有满而不实的特点。

8.《素问·经脉别论》“府精神明，留于四脏”中的“四脏”指的是

A心、肝、脾、肾

B心、肺、肝、肾

C.心、肺、肝、脾

D.心、肺、脾、肾

E脾、肺、肝、肾

【答案】A

【解析】《素问·经脉别论》认为谷食化生精气，先供奉其生化之主肝，其浓稠部分经过心

的作用“奉心化赤”，再经肺的作用，合入清气，至此谷食精微经过心肺作用，则生成能为

全身利用的精气，再输布于心、肝、脾、肾四脏。

9.《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皆属于心”的原文是

A.诸风掉眩

B.诸寒收引

C.诸气賸郁

D.诸厥固泄

E.诸痛痒疮

【答案】E

【解析】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

10.《灵枢·百病始生》篇认为虚邪传于输脉时、其症状表现为

A.肌痛时作

B.肤痛恶寒

C.洒淅喜惊

D.肢节痛、腰脊乃强

E.肠鸣飧泄

【答案】D

11.《素问·调经论》“阳虚则外寒”指的是

A.临床上的内阳虚外寒束



B.阴阳气逆的阳虚肢厥

C.临床辨证中的阳虚畏寒

D.阴阳失调的阳盛格阴

E.现在临床上的表证恶寒

【答案】E

【解析】发热机制的解释，与后世的“阳虚则寒”“阳盛则热”的含义不同。

12.《素问·热论》认为伤寒病已满三日的治疗方法是

A.汗法

B.泻法

C.利尿法

D.解毒法

E.通便法

【答案】B

【解析】热病的治疗大法是“各通其脏脉”，强调“通”字，用于针灸，是祛邪之法。对于

“其未满三日者”邪仍在三阳之表，采用汗法，以疏通在表被郁之阳。“其满三日者”邪热

壅积于三阴之里，施行泄下之法，以泄越其里热。

13.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下列不属于反治法的是

A.热的症状者用四逆汤

B.寒的症状者用白虎、承气辈

C.腹胀用四君子汤

D.火旺用知柏地黄丸

E.热结旁流用承气汤

【答案】D

【解析】正治法、反治法是《内经》诸治法大纲。要点有二，一是从脉证关系相顺相逆而言

“正者正治，反者反治”，顺者正、逆者反。二是从病象真假与治法关系而言，“微者逆之，

甚者从之”“逆者主治，从者反治”。

14.《素问·五常政大论》认为，用药不可太过，常毒治病，当

A.十去其九

B.十去其八

C.十去其七

D.十去其六

E.十去其五

【答案】C

15.据《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违背秋三月的养生之道，到冬天易生的病变

A.寒变

B.疲疟

C.飧泄

D.痿厥

E.洞泄

【答案】C

【解析】“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16.《素问，周经论》对阴阳盛衰变化的论述，正确的是

A.阳虚则内寒

B.阴虚则外热



C.阳虚则外寒

D.阳盛则内热

E.阴盛则外寒

【答案】C

17.桂枝汤服法中，“后服小促其间”适用于

A.一服后汗不出者

B.更服后又不汗者

C.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

D.病重者

E.一服汗出病差

【答案】B

【解析】如服桂枝汤后不出汗可服第二剂，还不出汗，则可缩短服药的间隔时间，在半天左

右的时间里服完三次药，病重者甚至可一昼夜服至二三剂，并加强观察和护理。

18.葛根黄芩黄连汤证的病机是

A.热盛于内，邪热下迫大肠

B.重在表证未解，外邪内迫肠道而下利

C.太阳少阳合病

D.大肠滑脱不禁

E.以上都不是

【答案】A

【解析】葛根黄芩黄连汤证以下利臭秽灼肛为主证，伴见喘而汗出，或兼表证不解，病机是

邪热内迫大肠，大肠传导失职。

19.生姜泻心汤证的病机是

A.邪热聚结心下，气机阻滞，兼阳虚不固

B.误下损伤脾胃，寒热错杂于中，升降失常

C.脾胃不和，寒热错杂，水饮食滞

D.脾胃重虚，寒热错杂，水谷不化

E.胃虚痰阻，胃气不和，虚气上逆

【答案】C

【解析】三泻心汤主治证均以心下痞，呕逆，下利，肠鸣为主症，其病机均有中虚寒热错杂，

胃气壅滞的共同点，生姜泻心汤证主症有干噫食臭，其病机兼有水食停滞，治疗兼以和胃散

水。

20.太阴虚寒腹痛的特点是

A.时腹自痛

B.腹满而痛

C.下腹部疼痛

D.上腹部疼痛

E.下利腹痛

【答案】A

【解析】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21.下列哪项不是真武汤证的或然症

A.咳

B.下利

C.小便利



D.小便不利

E.呕

【答案】D

【解析】少阴病，二三日不己，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

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22.四逆散证之四逆，较合适的解释为

A.心肾阳虚，阴寒内盛，阳气不达

B.少阴阳虚，复感寒邪，寒凝气滞

C.阴阳气不相顺接

D.肝胃气滞，阳气内郁，不达四末

E.肾虚水停，阳气被遏

【答案】D

【解析】气机阻滞，阳气郁遏于里，不能透达四肢导致于足冷。本病病机关键在于气滞阳郁．故

用四逆散舒畅气机，透达郁阳。

23.据原文，“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黄连阿胶汤主之。”填空项应为

A.心烦不得眠者

B.心中烦，不得卧

C.反发热，脉沉者

D.口中和，其背恶寒者

E.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

【答案】B

【解析】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肢汤主之。

24.半夏厚朴汤证的病机是

A.气血郁滞

B.痰凝气滞

C.肝气郁结

D.阴虚火旺

E.痰热内扰

【答案】B

【解析】妇人因情志不舒，郁而化火，炼液成痰，阻于咽喉，故自觉咽喉中有异物，不影响

饮食。

25.足太阳膀胱经与足少阴肾经相交的部位是

A.手小指端

B.足小趾端

C.手无名指端

D.手大指

E.足大趾端

【答案】B

26.在头面部，手太阳经主要分布的部位是

A.头项

B.头后

C.侧头部

D.面颊部

E.额部



【答案】D

【解析】阳明经主要行于面部，其中足阳明经行于额部；少阳经主要行于头侧部；手太阳经

主要行于面颊部，足太阳经行于头顶和头后部。

27.既至目外眦，又至目内眦的经脉是

A.手少阳三焦经

B.足少阳胆经

C.手太阳小肠经

D.手阳明大肠经

E.足太阳膀胱经

【答案】C

28.最易伤肺的邪气是

A.风邪

B.寒邪

C.暑邪

D.湿邪

E.燥邪

【答案】E

29.所谓“寒从中生”指的是

A.外感寒邪，影响脏腑功能

B.寒邪直中脏腑

C.阳气虚、温煦功能减退

D.恣食生冷，内脏受寒

E.寒邪从肌表而入，渐侵脏腑

【答案】C

【解析】寒从中生，又称“内寒”，是指机体阳气虚衰，温煦气化功能减退，虚寒内生，或

阴寒之气弥漫的病理状态。

30.“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指的是

A.热者寒之

B.寒凉以制阳亢

C.补阴以制阳亢

D.阴中求阳

E.阳中求阴

【答案】C

31.患者，男，49 岁。骨蒸劳热，舌质红，脉细数。治疗宜首选的药物是

A.醋炒柴胡

B.鳖血拌柴胡

C.生柴胡

D.盐炒柴胡

E.酒炒柴胡

【答案】B

32.既能解肌退热，又能升阳止泻的药物是

A.升麻

B.葛根

C.柴胡



D.桑叶

E.薄荷

【答案】B

33.内服能够清热泻火、除烦止渴，火煅外用能够敛疮生肌、收湿、止血的药物是

A.知母

B.栀子

C.石膏

D.芦根

E.竹叶

【答案】C

34.用治痰热壅盛之咽喉肿痛的药物是

A.山豆根

B.射干

C.马勃

D.鱼腥草

E.薄荷

【答案】B

35.大黄与芒硝的共同功效是

A.清热解毒

B.凉血止血

C.泻下攻积

D.逐瘀通经

E.润燥软坚

【答案】C

【解析】芒硝的功效：泻下攻积，润燥软坚，清热消肿。大黄的功效：泻下攻积，清热泻火，

凉血解毒，逐瘀通经。

36.既能治疗脾虚水肿，又可健脾安神的药物是

A.泽泻

B.薏苡仁

C.猪苓

D.茯苓

E.冬瓜皮

【答案】D

37.患者，女，45 岁。患风湿顽痹多年，拟用马钱子治疗，内服剂量是

A.0.3～0.6 g

B.0.06～0.1 g

C.1～3 g

D.3～5 g

E.2～6 g

【答案】A

38.患者，男，12 岁。跌伤右臂，未见骨折，肿痛异常，进食鱼虾后，出现食积，腹胀腹痛，

宜首选

A.土鳖虫

B.血竭



C.骨碎补

D.刘寄奴

E.苏木

【答案】D

39.苏子既能用于肠燥便秘，又能用于治疗何种病证

A.肺燥咳嗽

B.肺虚久咳

C.肺热咳嗽

D.百日咳

E.痰壅咳喘

【答案】E

40.按发生机制，双吸气见于哪类呼吸困难

A.肺源性

B.心源性

C.中毒性

D.呼吸中枢性

E.精神性

【答案】D

41.下列有关对发绀的描述，错误的是

A.重度贫血，有时难发现发绀

B.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绝对含量增多时可致发绀

C.发绀是由于血液中存在着异常血红蛋白衍生物

D.某些药物或化学物质中毒可引起发绀

E.某些药物或化学物质中毒引起的发绀，氧疗可使青紫改善

【答案】E

42.ASTm 升高提示的临床疾病是

A.肝硬变

B.慢性肝炎

C.重症肝炎、肝坏死

D.肝癌

E.阻塞性黄疸

【答案】C

43.下列检测结果正常人不会出现的是

A.尿沉渣镜检 RBC 2/HP

B.尿沉渣镜检 WBC 4/HP

C.尿内偶见透明管型

D.尿胆红素定性试验阳性

E.尿胆原定性试验阳性

【答案】D

44.管型尿诊断标准是

A.尿蛋白定量＜150 mg/24h

B.新鲜尿沉渣镜检红细胞＜3/HP

C.尿中含血量达 1m/L 时，外观呈洗肉水样

D.12 小时尿沉渣计数管型＜5000 个



E.新鲜尿沉渣镜检白细胞＜5/HP

【答案】D

45.下列检查指标对诊断肝纤维化最有意义的是

A.MAO（单胺氧化酶）

B.γ-GT

C.ALT

D.AFP

E.ALP

【答案】A

46.下列哪项属于生理性蛋白尿

A.肾淤血产生的蛋白尿

B.肾动脉硬化引起的蛋白尿

C.体位性蛋白尿

D.凝溶性蛋白尿

E.血管内溶血引起的血红蛋白尿

【答案】C

47.临床上最常出现血尿的疾病是

A.肾脏的先天畸形

B.免疫系统疾病

C.红斑狼疮

D.糖尿病

E.肾小球肾炎

【答案】E

48.心肌梗死时不升高的酶是

A.谷草转氨酶

B.碱性磷酸酶

C.乳酸脱氢酶

D.肌酸激酶

E.肌酸激酶同工酶

【答案】B

49.流脑与其他细菌引起的化脓性脑膜炎最主要的区别是

A.发病季节

B.发病年龄

C.皮肤黏膜瘀点瘀斑

D.脑膜刺激征阳性

E.脑脊液呈化脓性改变

【答案】C

50.流脑典型脑脊液外观是

A.稍混浊

B.毛玻璃样

C.绿色脓样

D.米汤样

E.血水样

【答案】D



中医内科主治医师考试押题题目

1.《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浊阴走五脏”，“浊阴”是指

A.二便等污秽之物

B.使上窍发挥各种功能的精微物质

C.饮食化生的精气

D.精血津液

E.卫气

【答案】D

2.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味辛甘”药物的性能是

A.固表发汗

B.发散属阳

C.宣通肺气

D.补虚

E.涌泄属阴

【答案】B

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关“清阳、浊阴”的论述，不正确的是

A.清阳为天，浊阴为地

B.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

C.清阳为雨，浊阴为云

D.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

E.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

【答案】C

4.《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病必求于本”之“本”指的是

A.病机

B.病因

C.阴阳

D.根本

E.本质

【答案】C

【解析】“治病必求于本”之“本”指阴阳。此句从哲学的高度提示了治疗疾病的总则，即

以调节阴阳为治疗总纲，与后世的“治病求本”不同。

5.《素问·灵兰秘典论》言膻中的主要功能有

A.产生七情

B.聚藏精气

C.代君行令

D.辅助血行

E.以上都是

【答案】C

6.据《素问·太阴阳明论》，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病

A.泄泻

B.四肢不用

C.水肿



D.饥不受食

E.腹痛

【答案】B

【解析】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

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脾病，指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不能将胃腐熟消

化而产生的水谷精气转输至四肢，以致四肢失于充养，日久痿而不用。

7.根据《素问·五脏别论》，下列各项中不具有藏而不泻特性的是

A.肝

B.心

C.胆

D.女子胞

E.三焦

【答案】E

【解析】三焦为“腑”，泻而不藏。《素问·五脏别论》以天地阴阳藏泻作为标准，明确提出

腑“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具有实而不满的特点。脏与奇恒之腑“象于地”，故藏而不泻，

具有满而不实的特点。

8.《素问·经脉别论》“府精神明，留于四脏”中的“四脏”指的是

A心、肝、脾、肾

B心、肺、肝、肾

C.心、肺、肝、脾

D.心、肺、脾、肾

E脾、肺、肝、肾

【答案】A

【解析】《素问·经脉别论》认为谷食化生精气，先供奉其生化之主肝，其浓稠部分经过心

的作用“奉心化赤”，再经肺的作用，合入清气，至此谷食精微经过心肺作用，则生成能为

全身利用的精气，再输布于心、肝、脾、肾四脏。

9.《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皆属于心”的原文是

A.诸风掉眩

B.诸寒收引

C.诸气賸郁

D.诸厥固泄

E.诸痛痒疮

【答案】E

【解析】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

10.《灵枢·百病始生》篇认为虚邪传于输脉时、其症状表现为

A.肌痛时作

B.肤痛恶寒

C.洒淅喜惊

D.肢节痛、腰脊乃强

E.肠鸣飧泄

【答案】D

11.《素问·调经论》“阳虚则外寒”指的是

A.临床上的内阳虚外寒束

B.阴阳气逆的阳虚肢厥



C.临床辨证中的阳虚畏寒

D.阴阳失调的阳盛格阴

E.现在临床上的表证恶寒

【答案】E

【解析】发热机制的解释，与后世的“阳虚则寒”“阳盛则热”的含义不同。

12.《素问·热论》认为伤寒病已满三日的治疗方法是

A.汗法

B.泻法

C.利尿法

D.解毒法

E.通便法

【答案】B

【解析】热病的治疗大法是“各通其脏脉”，强调“通”字，用于针灸，是祛邪之法。对于

“其未满三日者”邪仍在三阳之表，采用汗法，以疏通在表被郁之阳。“其满三日者”邪热

壅积于三阴之里，施行泄下之法，以泄越其里热。

13.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下列不属于反治法的是

A.热的症状者用四逆汤

B.寒的症状者用白虎、承气辈

C.腹胀用四君子汤

D.火旺用知柏地黄丸

E.热结旁流用承气汤

【答案】D

【解析】正治法、反治法是《内经》诸治法大纲。要点有二，一是从脉证关系相顺相逆而言

“正者正治，反者反治”，顺者正、逆者反。二是从病象真假与治法关系而言，“微者逆之，

甚者从之”“逆者主治，从者反治”。

14.《素问·五常政大论》认为，用药不可太过，常毒治病，当

A.十去其九

B.十去其八

C.十去其七

D.十去其六

E.十去其五

【答案】C

15.据《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违背秋三月的养生之道，到冬天易生的病变

A.寒变

B.疲疟

C.飧泄

D.痿厥

E.洞泄

【答案】C

【解析】“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16.《素问，周经论》对阴阳盛衰变化的论述，正确的是

A.阳虚则内寒

B.阴虚则外热

C.阳虚则外寒



D.阳盛则内热

E.阴盛则外寒

【答案】C

17.桂枝汤服法中，“后服小促其间”适用于

A.一服后汗不出者

B.更服后又不汗者

C.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

D.病重者

E.一服汗出病差

【答案】B

【解析】如服桂枝汤后不出汗可服第二剂，还不出汗，则可缩短服药的间隔时间，在半天左

右的时间里服完三次药，病重者甚至可一昼夜服至二三剂，并加强观察和护理。

18.葛根黄芩黄连汤证的病机是

A.热盛于内，邪热下迫大肠

B.重在表证未解，外邪内迫肠道而下利

C.太阳少阳合病

D.大肠滑脱不禁

E.以上都不是

【答案】A

【解析】葛根黄芩黄连汤证以下利臭秽灼肛为主证，伴见喘而汗出，或兼表证不解，病机是

邪热内迫大肠，大肠传导失职。

19.生姜泻心汤证的病机是

A.邪热聚结心下，气机阻滞，兼阳虚不固

B.误下损伤脾胃，寒热错杂于中，升降失常

C.脾胃不和，寒热错杂，水饮食滞

D.脾胃重虚，寒热错杂，水谷不化

E.胃虚痰阻，胃气不和，虚气上逆

【答案】C

【解析】三泻心汤主治证均以心下痞，呕逆，下利，肠鸣为主症，其病机均有中虚寒热错杂，

胃气壅滞的共同点，生姜泻心汤证主症有干噫食臭，其病机兼有水食停滞，治疗兼以和胃散

水。

20.太阴虚寒腹痛的特点是

A.时腹自痛

B.腹满而痛

C.下腹部疼痛

D.上腹部疼痛

E.下利腹痛

【答案】A

【解析】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21.下列哪项不是真武汤证的或然症

A.咳

B.下利

C.小便利

D.小便不利



E.呕

【答案】D

【解析】少阴病，二三日不己，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

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22.四逆散证之四逆，较合适的解释为

A.心肾阳虚，阴寒内盛，阳气不达

B.少阴阳虚，复感寒邪，寒凝气滞

C.阴阳气不相顺接

D.肝胃气滞，阳气内郁，不达四末

E.肾虚水停，阳气被遏

【答案】D

【解析】气机阻滞，阳气郁遏于里，不能透达四肢导致于足冷。本病病机关键在于气滞阳郁．故

用四逆散舒畅气机，透达郁阳。

23.据原文，“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黄连阿胶汤主之。”填空项应为

A.心烦不得眠者

B.心中烦，不得卧

C.反发热，脉沉者

D.口中和，其背恶寒者

E.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

【答案】B

【解析】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肢汤主之。

24.半夏厚朴汤证的病机是

A.气血郁滞

B.痰凝气滞

C.肝气郁结

D.阴虚火旺

E.痰热内扰

【答案】B

【解析】妇人因情志不舒，郁而化火，炼液成痰，阻于咽喉，故自觉咽喉中有异物，不影响

饮食。

25.足太阳膀胱经与足少阴肾经相交的部位是

A.手小指端

B.足小趾端

C.手无名指端

D.手大指

E.足大趾端

【答案】B

26.在头面部，手太阳经主要分布的部位是

A.头项

B.头后

C.侧头部

D.面颊部

E.额部

【答案】D



【解析】阳明经主要行于面部，其中足阳明经行于额部；少阳经主要行于头侧部；手太阳经

主要行于面颊部，足太阳经行于头顶和头后部。

27.既至目外眦，又至目内眦的经脉是

A.手少阳三焦经

B.足少阳胆经

C.手太阳小肠经

D.手阳明大肠经

E.足太阳膀胱经

【答案】C

28.最易伤肺的邪气是

A.风邪

B.寒邪

C.暑邪

D.湿邪

E.燥邪

【答案】E

29.所谓“寒从中生”指的是

A.外感寒邪，影响脏腑功能

B.寒邪直中脏腑

C.阳气虚、温煦功能减退

D.恣食生冷，内脏受寒

E.寒邪从肌表而入，渐侵脏腑

【答案】C

【解析】寒从中生，又称“内寒”，是指机体阳气虚衰，温煦气化功能减退，虚寒内生，或

阴寒之气弥漫的病理状态。

30.“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指的是

A.热者寒之

B.寒凉以制阳亢

C.补阴以制阳亢

D.阴中求阳

E.阳中求阴

【答案】C

31.患者，男，49 岁。骨蒸劳热，舌质红，脉细数。治疗宜首选的药物是

A.醋炒柴胡

B.鳖血拌柴胡

C.生柴胡

D.盐炒柴胡

E.酒炒柴胡

【答案】B

32.既能解肌退热，又能升阳止泻的药物是

A.升麻

B.葛根

C.柴胡

D.桑叶



E.薄荷

【答案】B

33.内服能够清热泻火、除烦止渴，火煅外用能够敛疮生肌、收湿、止血的药物是

A.知母

B.栀子

C.石膏

D.芦根

E.竹叶

【答案】C

34.用治痰热壅盛之咽喉肿痛的药物是

A.山豆根

B.射干

C.马勃

D.鱼腥草

E.薄荷

【答案】B

35.大黄与芒硝的共同功效是

A.清热解毒

B.凉血止血

C.泻下攻积

D.逐瘀通经

E.润燥软坚

【答案】C

【解析】芒硝的功效：泻下攻积，润燥软坚，清热消肿。大黄的功效：泻下攻积，清热泻火，

凉血解毒，逐瘀通经。

36.既能治疗脾虚水肿，又可健脾安神的药物是

A.泽泻

B.薏苡仁

C.猪苓

D.茯苓

E.冬瓜皮

【答案】D

37.患者，女，45 岁。患风湿顽痹多年，拟用马钱子治疗，内服剂量是

A.0.3～0.6 g

B.0.06～0.1 g

C.1～3 g

D.3～5 g

E.2～6 g

【答案】A

38.患者，男，12 岁。跌伤右臂，未见骨折，肿痛异常，进食鱼虾后，出现食积，腹胀腹痛，

宜首选

A.土鳖虫

B.血竭

C.骨碎补



D.刘寄奴

E.苏木

【答案】D

39.苏子既能用于肠燥便秘，又能用于治疗何种病证

A.肺燥咳嗽

B.肺虚久咳

C.肺热咳嗽

D.百日咳

E.痰壅咳喘

【答案】E

40.按发生机制，双吸气见于哪类呼吸困难

A.肺源性

B.心源性

C.中毒性

D.呼吸中枢性

E.精神性

【答案】D

41.下列有关对发绀的描述，错误的是

A.重度贫血，有时难发现发绀

B.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绝对含量增多时可致发绀

C.发绀是由于血液中存在着异常血红蛋白衍生物

D.某些药物或化学物质中毒可引起发绀

E.某些药物或化学物质中毒引起的发绀，氧疗可使青紫改善

【答案】E

42.ASTm 升高提示的临床疾病是

A.肝硬变

B.慢性肝炎

C.重症肝炎、肝坏死

D.肝癌

E.阻塞性黄疸

【答案】C

43.下列检测结果正常人不会出现的是

A.尿沉渣镜检 RBC 2/HP

B.尿沉渣镜检 WBC 4/HP

C.尿内偶见透明管型

D.尿胆红素定性试验阳性

E.尿胆原定性试验阳性

【答案】D

44.管型尿诊断标准是

A.尿蛋白定量＜150 mg/24h

B.新鲜尿沉渣镜检红细胞＜3/HP

C.尿中含血量达 1m/L 时，外观呈洗肉水样

D.12 小时尿沉渣计数管型＜5000 个

E.新鲜尿沉渣镜检白细胞＜5/HP



【答案】D

45.下列检查指标对诊断肝纤维化最有意义的是

A.MAO（单胺氧化酶）

B.γ-GT

C.ALT

D.AFP

E.ALP

【答案】A

46.下列哪项属于生理性蛋白尿

A.肾淤血产生的蛋白尿

B.肾动脉硬化引起的蛋白尿

C.体位性蛋白尿

D.凝溶性蛋白尿

E.血管内溶血引起的血红蛋白尿

【答案】C

47.临床上最常出现血尿的疾病是

A.肾脏的先天畸形

B.免疫系统疾病

C.红斑狼疮

D.糖尿病

E.肾小球肾炎

【答案】E

48.心肌梗死时不升高的酶是

A.谷草转氨酶

B.碱性磷酸酶

C.乳酸脱氢酶

D.肌酸激酶

E.肌酸激酶同工酶

【答案】B

49.流脑与其他细菌引起的化脓性脑膜炎最主要的区别是

A.发病季节

B.发病年龄

C.皮肤黏膜瘀点瘀斑

D.脑膜刺激征阳性

E.脑脊液呈化脓性改变

【答案】C

50.流脑典型脑脊液外观是

A.稍混浊

B.毛玻璃样

C.绿色脓样

D.米汤样

E.血水样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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