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血管内科实习医师出科理论考核 

一、选择题 

1、循环系统疾病引起呼吸困难最常见的病因（）[单选题]。 

A、左心衰竭√ 

B、右心衰竭 

C、心包炎 

D、心肌炎 

2、心源性水肿最常见的病因为（）[单选题]。 

A、左心衰竭 

B、右心衰竭√ 

C、渗液性心包炎 

D、缩窄性心包炎 

3、可引起左心室前负荷过重的疾病是（）[单选题]。 

A、高血压 

B、主动脉瓣狭窄 

C、二尖瓣关闭不全√ 

D、肺动脉高压 

4、引起左心室后负荷增加的疾病是（）[单选题]。 

A、二尖瓣狭窄 

B、高血压√ 



C、肺动脉狭窄 

D、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5、引起心力衰竭最常见的诱因是（）[单选题]。 

A、呼吸道感染√ 

B、心房颤动 

C、劳累 

D、情绪激动 

6、以下哪项不属于左心衰竭的表现（）[单选题]。 

A、呼吸困难 

B、恶心，呕吐√ 

C、疲乏无力 

D、咯血 

7、以下哪项不是右心衰竭的特点（）[单选题]。 

A、双下肢水肿 

B、发绀 

C、颈静脉怒张 

D、咳嗽√ 

8、左心衰竭最早出现的症状是（）[单选题]。 

A、劳力性呼吸困难√ 

B、端坐呼吸 

C、刺激性干咳 

D、心源性哮喘 



9、心力衰竭病人使用利尿剂时应特别注意（）[单选题]。 

A、心率变化 

B、血压变化 

C、电解质变化√ 

D、肾功能变化 

10、目前地高辛用于治疗心力衰竭最常用的给药方法是（）[单选题]。 

A、维持量法√ 

B、大剂量冲击疗法 

C、隔日疗法 

D、顿服法 

11、以下哪种情况最适于选用西地兰（）[单选题]。 

A、心衰伴快速房颤√ 

B、急性心衰 

C、慢性心衰加重 

D、快速房颤 

12、以下哪项不是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常用检查（）[单选题]。 

A、心电图 

B、超声心动图 

C、动态心电图 

D、肺功能检查√ 

13、给病人服用洋地黄类药物前应测量（）[单选题]。 

A、体温 



B、脉搏√ 

C、呼吸 

D、血压 

14、洋地黄中毒最重要的不良反应是（）[单选题]。 

A、恶心、呕吐 

B、视物模糊、黄视 

C、心律失常√ 

D、心力衰竭 

15、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快速性心律失常首选抗心律失常药为（）[单选题]。 

A、心得安 

B、普罗帕酮 

C、苯妥英钠√ 

D、维拉帕米 

16、引起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最常见机制是（）[单选题]。 

A、自律性增高 

B、折返√ 

C、触发活动 

D、阻滞及干扰 

17、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是（）[单选题]。 

A、心房颤动 

B、病窦综合征 

C、期前收缩√ 



D、房室传导阻滞 

18、室性阵发性心动过速的首选药物是（）[单选题]。 

A、利多卡因√ 

B、苯妥英钠 

C、普罗帕酮 

D、胺碘酮 

19、以下哪种心律失常病人听诊心律绝对规则（）[单选题]。 

A、室上性阵发性心动过速√ 

B、心房颤动 

C、心房扑动 

D、期前收缩 

20、以下关于心房颤动临床特点的描述，错误的是（）[单选题]。 

A、第一心音强弱不等 

B、短绌脉 

C、心房内易形成血栓 

D、奇脉√ 

21、室性阵发性心动过速最常见于（）[单选题]。 

A、急性心肌梗死√ 

B、心肌病 

C、心肌炎 

D、电解质紊乱 

22、慢性心房颤动的常见并发症是（）[单选题]。 



A、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 

B、肺炎 

C、动脉栓塞√ 

D、感染性心内膜炎 

23、以下哪项心律失常采用机械兴奋迷走神经的方法可能终止发作（）[单选题]。 

A、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B、房室传导阻滞 

C、房室颤动 

D、频发室性期前收缩 

24、胺碘酮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单选题]。 

A、心律失常 

B、转氨酶升高 

C、甲亢 

D、肺纤维化√ 

25、第一房室传导阻滞是指 PR 间期超过（）[单选题]。 

A、0.11s 

B、0.12s 

C、0.20s√ 

D、0.40s 

26、心脏骤停病人的心电图表现，最常见的是（）[单选题]。 

A、心脏停搏 

B、心室停顿 



C、心室扑动或颤动√ 

D、无脉性电活动 

27、建立人工通气的最好方法是（）[单选题]。 

A、口对口人工呼吸 

B、气管内插管√ 

C、气管切开 

D、清理呼吸道分泌物 

28、心肺复苏基础生命支持是内容包括（）[单选题]。 

A、人工呼吸、恢复循环、药物治疗 

B、气管插管、人工呼吸、恢复循环 

C、保持气道通畅、人工呼吸、电除颤 

D、开放气道、人工呼吸、恢复循环√ 

29、以下哪种药物用于缓慢型心律失常和房室停顿的病人（）[单选题]。 

A、利多卡因 

B、普鲁卡因酰胺 

C、心律平 

D、阿托品√ 

30、正常二尖瓣口面积为（）[单选题]。 

A、4~6ｃｍ²√ 

B、1.5~2ｃｍ² 

C、1~1.5ｃｍ² 

D、2~3ｃｍ² 



31、主动脉瓣狭窄最有意义的体征是（） [单选题] * 

A、抬举性心间搏动 

B、脉压减小 

C、细迟脉 

D、主动脉瓣区闻及粗糙而响亮的喷射性收缩期吹风样杂音√ 

32、下列哪项疾病最易并发脑血管栓塞（） [单选题] * 

A、二尖瓣狭窄伴房颤√ 

B、主动脉瓣狭窄 

C、心力衰竭 

D、高血压 

33、根本性解决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手段是（） [单选题] * 

A、人工瓣膜置换术√ 

B、抗风湿治疗 

C、并发症治疗 

D、介入治疗 

34、诊断二尖瓣狭窄最可靠的检查方法是（） [单选题] * 

A、心电图 

B、超声心动图√ 

C、胸部平片 

D、运动心电图 

35、脉压增大时可出现（）[单选题]。 

A、奇脉 



B、重脉 

C、细迟脉 

D、水冲脉√ 

36、动脉粥样硬化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单选题]。 

A、高血压 

B、血脂代谢异常√ 

C、年龄 

D、性别 

37、冠心病具有确诊价值的检查手段是（）[单选题]。 

A、冠状动脉造影√ 

B、心电图 

C、超声心动图 

D、运动负荷试验 

38、典型的心绞痛与心肌梗死病人胸痛症状鉴别最重要的是（）[单选题]。 

A、疼痛的部位 

B、疼痛持续的时间√ 

C、疼痛的性质 

D、疼痛是伴随的症状 

39、心绞痛发作时最重要的缓解方法是（）[单选题]。 

A、立即到医院就诊 

B、立即含服硝酸甘油√ 

C、吸氧 



D、避免情绪激动 

40、对于不稳定型心绞痛病人，最优先考虑的护理诊断/问题是（）[单选题]。 

A、疼痛 

B、知识缺乏 

C、焦虑 

D、潜在并发症：心肌梗死√ 

41、稳定型心绞痛与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主要区别在于（）[单选题]。 

A、发病机制不同√ 

B、发病诱因不同 

C、发病部位不用 

D、疼痛性质不同 

42、急性心肌梗死病人首要的护理诊断/问题通常是（）[单选题]。 

A、自理缺陷 

B、知识缺乏 

C、疼痛√ 

D、有便秘的危险 

43、急性心肌梗死发生时应用尿激酶的作用在于（）[单选题]。 

A、控制心源性休克 

B、减轻心脏负荷 

C、溶解冠脉内血栓√ 

D、消除心律失常 

44、心肌梗死最早出现的最突出的症状是（）[单选题]。 



A、胃肠道症状 

B、胸痛√ 

C、心律失常 

D、心力衰竭 

45、急性心肌梗死早期最常见的致病原因是（）[单选题]。 

A、室性心律失常√ 

B、心源性休克 

C、心脏破裂 

D、室壁瘤 

46、急性心肌梗死发生的第一个 24h 不主张应用（）[单选题]。 

A、洋地黄制剂√ 

B、吗啡 

C、ACEI 类 

D、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47、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后，下列哪项情况不考虑溶栓治疗（）[单选题]。 

A、高血压危象√ 

B、腹部手术后半年 

C、高血糖 

D、高血脂 

48、急性心肌梗死时，缓解疼痛最有效的药物为（）[单选题]。 

A、地西泮 

B、硝酸甘油 



C、吗啡√ 

D、消心痛 

49、心肌梗死病人在进行康复训练时，表现出下列哪项情况应鼓励病人进行高一个阶段的运动水平（）。 

A、心律较运动前增加小于 10 次/分√ 

B、运动后出现胸痛 

C、运动过程中伴有轻度头晕症状 

D、收缩压降低超过 15mmHg 

50、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是（）[单选题]。 

A、进食盐量过多 

B、周围血管阻力增加 

C、动脉粥样硬化 

D、在一定的遗传背景下多种后天环境因素作用√ 

51、高血压病人服药原则不包括（）[单选题]。 

A、服药后病人血压降至正常时方可停药√ 

B、病人应经常测血压,根据血压调节用药 

C、要防止直立性低血压 

D、多数病人要终生服药 

52、下列应用硝普钠的注意事项不当的叙述是（）[单选题]。 

A、快速静滴，将血压迅速降至正常√ 

B、避光输入 

C、现用现配 

D、每 6h换一次 



53、有引起刺激性干咳不良反应的降压药物是（）[单选题]。 

A、阿替洛尔 

B、卡托普利√ 

C、硝苯地平 

D、氨苯蝶啶 

54、病毒性心肌炎的护理重点在于（）[单选题]。 

A、加强锻炼，增强机体抵抗力 

B、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感冒 

C、充分休息，保证丰富的营养√ 

D、绝对卧床 3 个月，低盐饮食 

55、关于病毒性心肌炎的药物治疗，不恰当的是（）[单选题]。 

A、首选糖皮质激素√ 

B、大剂量维生素（C）静滴 

C、中药 

D、干扰素 

56、梗阻性肥厚性心肌病病人出现胸痛，不宜采用的处理方法是（）[单选题]。 

A、卧床休息 

B、硝酸甘油含服√ 

C、给氧 

D、合心爽口服 

57、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首选的治疗为（）[单选题]。 

A、β 受体阻滞剂√ 



B、肥厚心肌切除术 

C、洋地黄制剂 

D、硝酸酯制剂 

58、扩张型心肌病 X 线检查的主要特点是（）[单选题]。 

A、心影呈梨形 

B、心脏扩大，脉搏减弱√ 

C、心影左源明显突 

D、心影呈烧瓶样 

59、下列哪一项对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的诊断最有帮助（）[单选题]。 

A、晕厥病史 

B、反复出现心力衰竭 

C、心电图 

D、超声心动图√ 

60、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最有意义的体征是（）[单选题]。 

A、心尖部舒张期杂音 

B、奇脉 

C、胸骨左源收缩期吹风样杂音√ 

D、心包摩擦音 

61、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最常见的症状是（）[单选题]。 

A、贫血 

B、发热√ 

C、栓塞 



D、乏力 

62、感染性心内膜炎致病菌为真菌是首选的抗生素是（）[单选题]。 

A、两性霉素 B√ 

B、庆大霉素 

C、万古霉素 

D、阿米卡星 

63、急性自体瓣膜心内膜炎的主要致病菌是（）[单选题]。 

A、青绿色链球菌√ 

B、肺炎球菌 

C、淋球菌 

D、流感嗜血杆菌 

64、大量渗血性心包炎最突出的症状是（）[单选题]。 

A、呼吸困难√ 

B、发热 

C、声音嘶哑 

D、乏力 

65、KussmAul 征常见于（）[单选题]。 

A、高血压 

B、心肌梗死 

C、心力衰竭 

D、缩窄性心包炎√ 

66、对于渗出性心包炎最具有诊断价值的检查是（）[单选题]。 



A、血沉 

B、超声心动图√ 

C、心电图 

D、血常规 

67、缩窄性心包炎最常见的病因为（）[单选题]。 

A、结核性√ 

B、化脓性 

C、外伤性 

D、肿瘤性 

68、急性心包炎病人出现心脏压塞时最突出的症状是（）[单选题]。 

A、呼吸困难√ 

B、血压升高 

C、发热 

D、上腹痛 

69、心脏电复律前后的护理配合不当的是（）[单选题]。 

A、做好心理护理，解除病人的思想顾虑 

B、提前 1~3 天给予洋地黄药物√ 

C、复律后继续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D、监测生命体征变化 

70、心房扑动进行电复律治疗时，通常能量选择为（）[单选题]。 

A、50~100J√ 

B、100~150J 



C、150~200J 

D、200~360J 

71、某心脏病病人轻体力活动时无症状，但较重体力活动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则此病人的心脏功

能状态是（）[单选题]。 

A、心功能Ⅰ级 

B、心功能Ⅱ级√ 

C、心功能Ⅲ级 

D、心功能Ⅳ级 

72、16 岁女学生，平素体健，学校体检时心率 96 次/分，律齐，心尖区闻及 3/6 级收缩期吹风样杂音，

心界增大不明显，最恰当的保健指导是（）[单选题]。 

A、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感染，定期随访√ 

B、保持卧床信息 

C、及早用洋地黄治疗 

D、给予利尿剂 

73、男性，40 岁，因扩张型心肌病入院，治疗后气急、水肿好转。1h 前突感心悸、胸闷、头晕、心率

180 次/分。心电图示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首选药物为：（）[单选题]。 

A、阿托品 

B、利多卡因 

C、维拉帕米√ 

D、洋地黄 

74、男性，20 岁，学生，自诉心慌。心电图：提前出现形态异常的 QRS 波群，时限 0.12s，T 波与 QRS

主波方向相反，期前无相关 P 波。该病人的心电图诊断为（）[单选题]。 



A、房性期前收缩 

B、室性期前收缩√ 

C、房性心动过速 

D、心房颤动 

75、女性，56 岁，有“风湿性心脏病”病史，自诉心慌。心电图：P 波消失，代之以间距振幅不等的

畸形波，频率 360 次/分，QRS 波形态正常，律绝对不规则。该病人的心电图诊断为（）[单选题]。 

A、室上性心动过速 

B、室性心动过速 

C、心房扑动 

D、心房颤动√ 

76、女性，33 岁，劳累后心悸、气急 6 年。查体：二尖瓣面容，第一心音亢进，心尖部可闻及隆隆样

舒张期杂音，有开瓣音，心律规则。本次因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入院。该病人首选的护理问题是（）[单选题]。 

A、气体交换受损√ 

B、肺淤血 

C、活动无耐力 

D、心力衰竭 

77、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突然出现烦躁，呼吸困难，两肺听诊满布干、湿罗音，心律 110 次/分，此时，

应首选考虑病人发生了（）[单选题]。 

A、肺感染 

B、心源性休克 

C、急性左心衰√ 

D、肺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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