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基础理论考试模拟题库 

1、分布于头侧的经脉是 

A.太阳经 

B.阳明经 

C.少阳经 

D.厥阴经 

E.太阴经 

【答案】C 

2、不属于五行之“金”的是 

A.六腑之大肠 

B.五体之皮 

C.五志之思 

D.五化之收 

E.五色之白 

【答案】C 

3、锻炼身体的要点有 

A.形劳不倦 

B.循序渐进 

C.运动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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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因人而异 

E.持之以恒 

【答案】A B C D E 

4、后天之精的来源有 

A.生殖之精 

B.水谷之精 

C.吸入清气 

D.脏腑之精 

E.血能化精 

【答案】B C 

5、与血液生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 

A.心 

B.肺 

C.脾 

D.肾 

E.胆 

【答案】C 

6、整体观念的内涵包括 

A.五脏一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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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形神一体观 

C.天人一体观 

D.精气神一体观 

E.人与社会统一观 

【答案】A B C D E 

7、临床见肢体麻木不仁，筋肉跳动，甚则手足拘挛不伸等症，其病机是 

A.肝阳化风 

B.血虚生风 

C.热极生风 

D.阴虚风动 

E.慢惊风 

【答案】B 

8、356：具有温养人体.维持体温相对恒定作用的气是 

A.谷气 

B.元气 

C.宗气 

D.营气 

E.卫气 

【答案】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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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和脏腑辨证论治的正确表述有 

A.实则泻腑 

B.虚则补脏 

C.虚则补其母 

D.实则泻其子 

E.抑强扶弱 

【答案】A B C D E 

10、补充完善《黄帝内经》，发挥“寸口脉诊”.命门.三焦以及经络理论的著作是 

A.《伤寒论》 

B.《金匮要略》 

C.《诸病源候论》 

D.《难经》 

E.《脾胃论》 

【答案】D 

11、关于情志病，说法正确的有 

A.因情志刺激直接引起的病证 

B.因情志刺激而诱发的病证 

C.情志有异常表现的病证 

D.情志病专指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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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情志病变影响脏腑功能 

【答案】A B C E 

12、足阳明经所属的腑是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三焦 

【答案】B 

13、精神不振，少气懒言，意志消沉，其病机是 

A.喜则气缓 

B.思则气结 

C.劳则气耗 

D.恐则气下 

E.悲则气消 

【答案】E 

14、因时制宜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A.季节 

B.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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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月令 

D.气候 

E.地域 

【答案】A B C D 

15、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的脏是 

A.肝 

B.心 

C.肺 

D.脾 

E.肾 

【答案】D 

16、《周易》分别用符号“--”“一”来表示的是 

A.寒热 

B.日月 

C.阴阳 

D.天地 

E.南北 

【答案】C 

17、瘀血的其他称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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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恶血 

B.溢血 

C.败血 

D.衃血 

E.蓄血 

【答案】A C D E 

18、与大肠通过经脉相互络属的脏是 

A.心 

B.肝 

C.脾 

D.肺 

E.肾 

【答案】D 

19、人体衰老机理中，常见的内生病理产物是 

A.精气不足 

B.五脏虚衰 

C.痰瘀阻滞 

D.情志失调 

E.阴阳失调 

中医基础理论试题及答案(卷18) --第7页

中医基础理论试题及答案(卷18) --第7页



【答案】C 

20、过食辛辣刺激食物，易形成的体质是 

A.气虚 

B.阳虚 

C.痰湿 

D.阴虚 

E.气郁 

【答案】D 

21、中医养生方法的作用有 

A.有益康复 

B.预防疾病 

C.增强体质 

D.调摄身心 

E.延年益寿 

【答案】A B C D E 

22、心与肝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A.血行和津液代谢 

B.血行和神志活动 

C.气血生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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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气机调节和气化 

E.血液调节方面 

【答案】B 

23、某男，6岁。手足冷，但胸腹灼热，烦渴饮冷，小便短赤。舌红，苔黄。应使

用的治法是 

A.寒者热之 

B.实则泻之 

C.热因热用 

D.寒因寒用 

E.通因通用 

【答案】D 

24、126：属于中医学气理论范畴的是 

A.大气 

B.中气 

C.烦气 

D.杂气 

E.胃气 

【答案】A B D E 

25、手太阳小肠经与足太阳膀胱经的交接部位是 

A.目外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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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鼻根部 

C.小指端 

D.目内眦 

E.胸中 

【答案】D 

26、关于阴阳失调，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阳邪侵犯人体可导致机体阳偏盛 

B.阳盛的病机特点为阳盛而阴未虚 

C.阴盛的临床表现以实寒证为主 

D.阴虚的临床表现以虚寒证为主 

E.阴阳偏衰都属于“精气夺则虚” 

【答案】D 

27、某女，43 岁。心悸，失眠多梦，纳差腹胀，精神萎靡，倦怠乏力，面色无华，

此病证所体现的阴阳消长形式是 

A.此消彼长 

B.此长彼消 

C.此消彼消 

D.此长彼长 

E.互为消长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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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按五行生克的关系，肾为脾之 

A.母 

B.子 

C.所胜 

D.所不胜 

E.以上都不是 

【答案】C 

29、不适合运用“通因通用”治疗的是 

A.食积腹泻 

B.热结旁流 

C.瘀血崩漏 

D.湿热尿频 

E.久痢滑脱 

【答案】E 

30、不属于肺的宣发功能的是 

A.排出浊气 

B.宣散卫气 

C.将津液外达皮毛 

D.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液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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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使全身的血液汇聚于肺 

【答案】E 

31、与津液生成有关的脏腑有 

A.肝 

B.脾 

C.胃 

D.小肠 

E.大肠 

【答案】B C D E 

32、真寒假热证的治法是 

A.寒者热之 

B.热者寒之 

C.用热远热 

D.寒因寒用 

E.热因热用 

【答案】E 

33、精与血的关系表现为 

A.精能化血 

B.血能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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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精能摄血 

D.精能行血 

E.精能载血 

【答案】A B 

34、称为“刚脏”的脏是 

A.心 

B.肺 

C.脾 

D.肝 

E.肾 

【答案】D 

35、“阴阳之征兆”指的是 

A.寒与热 

B.水与火 

C.上与下 

D.内与外 

E.动与静 

【答案】B 

36、锻炼身体的要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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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形劳不倦 

B.循序渐进 

C.运动适度 

D.因人而异 

E.持之以恒 

【答案】A B C D E 

37、按五行相生次序排列的是 

A.角.徵.宫.商.羽 

B.酸.甘.辛.苦.咸 

C.青.赤.黄.白.黑 

D.握.哕.咳.忧.栗 

E.呼.笑.歌.哭.呻 

【答案】A C E 

38、通过骨髓和肝脏作用而化生血液的物质基础是 

A.水谷之精 

B.津液 

C.营气 

D.肾精 

E.自然界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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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39、“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主要说明的是 

A.阴阳交感 

B.阴阳互根 

C.阴阳转化 

D.阴阳消长 

E.阴阳自和 

【答案】A 

40、七情内伤影响脏腑气机，说法错误的有 

A.怒则气滞 

B.喜则气缓 

C.惊则气乱 

D.劳则气耗 

E.恐则气陷 

【答案】A D E 

41、饮停于胸胁的病证名是 

A.悬饮 

B.痰饮 

C.溢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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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支饮 

E.留饮 

【答案】A 

42、六淫外邪中，易耗津液的病邪包括 

A.风邪 

B.燥邪 

C.暑邪 

D.火邪 

E.寒邪 

【答案】B C D 

43、五脏阴阳之本为 

A.心阴心阳 

B.肾阴肾阳 

C.脾阴脾阳 

D.肺阴肺阳 

E.肝阴肝阳 

【答案】B 

44、风邪所导致的症状，常见特点有 

A.病位游移，变化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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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病情缠绵，病程较长 

C.多见阳位症状 

D.多见动摇类症状 

E.多见疼痛类症状 

【答案】A C D 

45、肝与脾的关系包括 

A.气的生成 

B.血的生成 

C.血的贮藏 

D.血的运行 

E.津液的生成 

【答案】B C D 

46、某男，37 岁。素体虚弱，半年前开始出现头晕眼花，面色萎黄，眼睑.口唇.

指甲淡白，肌肉瘦削，皮肤干涩，肢体麻木，运动无力，其病机是 

A.气虚 

B.血瘀 

C.血虚 

D.津亏 

E.精虚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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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阳胜则 

A.热 

B.寒 

C.静 

D.湿 

E.虚 

【答案】A 

48、在助阳剂中适当佐以补阴药是 

A.滋阴 

B.温阳 

C.阴中求阳 

D.阳中求阴 

E.阳病治阴 

【答案】C 

49、外伤大出血后，患者出现气少息微.全身乏力的理论根据是 

A.气能生血 

B.气能行血 

C.气能摄血 

D.血能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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