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基础理论考试模拟题库 

1、某女，29岁。素体阳虚阴盛，咳喘.骨关节痛（寒痹）冬天发病，应使用的治疗 

原则是 A.冬病春治 

B.熨病熨治 C.秋病春治 

D.冬病夏治 E.夏病冬治 

【答案】D2、影响人体的外环境因素有 

A.气候变化 B.地域特点 

C.生活环境 D.工作环境 

E.社会环境【答案】A B C I） E 

3、不属于反治的是 A.热因热用 

B.寒因寒用 C.虚则补之 

B.正气不足 C.邪胜正负 

D.正虚邪恋 E.正胜邪衰 

【答案】B26、属于外感病因的是 

A.六淫 B.六气 

C.七情 D.饮食 

E.劳逸【答案】A 

27、不属于气虚形成原因的是 A.禀赋不足 

B.后天失养 C.肺脾肾功能失调 



D.形体劳倦 E.情志抑郁 

【答案】E28、不属于内生五邪的是 

A.寒从中生 B.暑从中生 

C.湿从中生 D.津伤化燥 

E.风气内动【答案】B 

29、调气辨证论治正确表述有 A.气虚宜补 

B.气滞宜疏 C.气逆宜降 

D.气脱宜散 E.气闭则开 

【答案】A B C E30、在五神脏中，脾所藏的神是 

A.神 B.魂 

C.魄 D.意 

E.志【答案】D 

31、因时制宜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A.季节 

B.昼夜 C.月令 

D.气候 E.地域 

【答案】A B C D32、《灵枢•经脉》提出，经脉十二者，伏行的部位是 

A.全身 B.分肉之间 

C.四肢 D.躯干 

E.头面【答案】B 



33、气的存在的物质形式有 A.弥散 

B.凝聚 C.有形 

D.无形 E.变化 

【答案】C D34、属于血的功能是 

A.濡养化神 B.繁衍生命 

C.固摄津液 D.防御外邪 

E.维持体温【答案】A 

35、与女子胞关系最密切的经脉有 A.冲脉 

B.任脉 C.督脉 

D.带脉 E.跷脉 

【答案】A B 36、五官中的“目”属木，主要采用的是下列何种方法归类的 A.取象比

类法 

B.推演络绎法 C.以表知里法 

D.试探法 E.反证法 

【答案】B37、治疗血虚证时，常用补血药配合补气药的原因是 

A.气能生血 B.气能行血 

C.气能摄血 D.血能养气 

E.血能教气 

【答案】A38、中医学认为，构成人体有机整体的中心是 

A.五脏 B.六腑 



C.脑 D.命门 

E.经络【答案】A 

39、主司妇女带下的经脉是 A.督脉 

B.冲脉 C.带脉 

D.任脉 E.跷脉 

【答案】C40、六淫邪气中，致病变幻无常，发病迅速的是 

A.寒邪 B.暑邪 

C.风邪 D.湿邪 

E.燥邪【答案】C 

41、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的医家有 A.刘完素 

B.张从正 C.李杲 

D.朱震亨 E.张元素 

【答案】A B C D42、五心烦热的基本病机是 

A.阴偏衰 B.阴偏胜 

C.阳偏衰 D.阳偏胜 

E.阴阳两虚【答案】A 

43、正气强弱主要取决的为 A.气候因素 

B.地域因素 C.饮食习惯 

D.生活与工作环境 E.体质与精神状态 



【答案】E44、形象思维可以同时运用感知的许多形象，或由一个形象跳跃到另一个形

象，常 可产生的思维是 

A.联想思维 B.灵感思维 

C.创新思维 D.发散思维 

E.逻辑思维【答案】A B D 

45、六淫外邪中，易耗津液的病邪包括 A.风邪 

B.燥邪 C.暑邪 

I).火邪 E.寒邪 

【答案】BCD46、手足三阴经交接的部位是 

A.手部 B.足部 

C.头部 D.四肢末端 

E.胸部内脏【答案】E 

47、关于伤津和脱液，说法不正确的是 A.伤津未必脱液 

B.脱液未必伤津 C.津乃脱液之渐 

D.液脱乃津伤之甚 E.脱液是水分和精微共同丢失 

【答案】B48、循行于腹面的经脉有 

A.足阳明 B.足厥阴 

C.足太阳 D.足太阴 

E.足少阴【答案】A B D E 

49、814：便油泄泻，小便不利，苔白滑，多是 A.肾虚水泛 



B.湿犯上焦 C.湿阻中焦 

D.湿滞下焦 E.寒从内生 

【答案】D50、据《素问
・
五脏生成》，皮槁而毛拔，其原因是 

A.多食酸 B.多食辛 

C.多食甘 D.多食咸 

E.多食苦【答案】E 

51、五心烦热的基本病机是 A.阴偏衰 

B.阴偏胜 C.阳偏衰 

D.阳偏胜 E.阴阳两虚 

【答案】A52、心主神志最主要的物质基础是 

A.津液 B.精液 

D.塞因塞用 E.通因通用 

【答案】C4、脑力劳动过度后出现失眠多梦.健忘等症状的原因是 

A.血不养气 B.血不养神 

C.津不养神 D.气不化神 

E.气虚神少【答案】B 

5、六淫外邪中，其性趋下的病邪是 A风邪 

B.寒邪 C.湿邪 

D.燥邪 E.暑邪 



【答案】C6、影响传变的因素包括 

A.环境因素 C.血液 

D.宗气 E.营气 

【答案】C53、生命最基本的特征有 

A.气交 B.精聚 

C.神机 D.气机 

E.气化【答案】D E 

54、与神产生的相关物质基础有 A.精 

B.气 C.血 

D.津液 E.脏腑 

【答案】A B C D 55、循行于下肢内侧后缘的经脉是 A.足少阳胆经 

B.足少阴肾经 C.足厥阴肝经 

D.足太阴牌经 E.足阳明胃经 

【答案】B56、劳力太过致病特点主要有 

A.耗气 B.耗神 

C.损伤筋骨 0.损伤津液 

E.损伤心神【答案】A C 

57、肝阳上亢证患者病情加重，又出现畏寒肢冷，其病机变化是 A.阳损及阴 

B.阴损及阳 C.阳盛格阴 



D.阴盛格阳 E.阳盛阴虚 

【答案】B58、妇女月经期慎用或禁用峻下.破血.重坠.开窍.滑利.走窜及有毒药物所

体现的 治则是 

A.未病先防 B.既病防变 

C.因人制宜 D.治病求本 

E.调和气血【答案】C 

59、对津液输布影响最为重要的是 A.胃 

B.小肠 C.膀胱 

D.大肠 E.三焦 

【答案】E60、具有“所胜”“所不胜”关系的是 

A.木和火 B.水和金 

C. 土和水出 D.水和火 

E.木和金【答案】C D E 

61、主司妇女带下的经脉是 A.督脉 

B.冲脉 C.带脉 

D.任脉 E.跷脉 

【答案】C62、化生为人的气是 

A.元气 B.精气 

C.烦气 D.人气 

E.浩然之气【答案】B 



63、“塞因塞用”适用证候是 A.真实假虚 

B.真虚假实 C.阴阳两虚 

D.阳虚阴盛 E.阳盛格阴 

【答案】B64、《内经》概括上.中.下三焦功能特点包括 

A.上焦如雾 B.中焦如近 

C.上焦如羽 I).下焦如渎 

E.下焦如权【答案】A B D 

65、体质的评价指标包括 A.身体形态结构 

B.身体功能水平 C.身体适应能力 

D.心理发育水平 E.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 

【答案】A B C D E66、不属于津液的是 

A.唾 B.涎 

C.汗 D.尿 

E.血【答案】E 

67、五脏生理功能的特点是 A.虚实交替，泻而不藏 

B.传化物而不藏，实而不满 C.藏精气而不泻，实而不满 

D.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实 E.传化物而不藏，满而不实 

【答案】D68、与女子胞关系最密切的经脉有 

A.冲脉 B.任脉 



C.督脉 D.带脉 

E.跷脉【答案】A B 

69、奇经八脉中，与任脉在咽喉部相会的经脉是 A.督脉 

B.冲脉 C.阴跷脉 

D.阳维脉 E.阴维脉 

【答案】E70、《素问
・
六微旨大论》所说“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体现气的

运动具有 

A.转化性 B.变化性 

C.普遍性 D.对立性 

E.统一性【答案】C 

71、导致薄厥的病机是 A.气滞 

B.气逆 C.气陷 

D.气闭 E.气脱 

【答案】B72、人体之精生成的物质来源有 

A.先天之精 B.吸入清气 

C.水谷精微 D.脏腑之精 

E.生殖之精【答案】ABC 

73、内生五邪包括 A.寒从中生 

B.暑从中生 C.湿从中生 

D.津伤化燥 E.风气内动 



【答案】A C D E 74、衰老与五脏虚衰有关，其中最重要的脏是 A.心肺虚衰 

B.肺脾虚衰 C.肝脾虚衰 

D.肝肾虚衰 E.脾肾虚衰 

【答案】E75、治疗水湿痰饮病症，配合补气.行气药的理论依据是 

A.气能生津 B.气能行津 

C.气能摄津 D.津能养气 

E.津能载气【答案】B 

76、扶正祛邪的运用原则有 A.扶正用于虚证 

B.祛邪用于实证 C.扶正不留邪 

D.祛邪不伤正 E.辨清主次先后 

【答案】A B C D E77、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是 

A.邪气强盛 B.正气不足 

C.邪胜正负 D.正虚邪恋 

E.正胜邪衰【答案】B 

78、某男，70 岁。表情呆滞，沉默寡言，记忆减退，肌肉萎缩，食少纳呆，气短 懒

言，治以益气健脾，其理论依据是 A.心脑相通 

B.脑肺相系 C.脑脾相关 

D.肝脑相维 E.肾脑相济 

【答案】C79、人体之精生成的物质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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