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综合模拟试卷 89 (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题型有：1. A2型题 2. B1 型题 3. X型题  
          
 
1． 胸背彻痛剧烈，主要是由于 (    )(2007年第 17题) 
A．痰浊阻肺 
B．痰热蕴肺 
C．心血不足 
D．心脉闭塞 
 
正确答案：D            
解析：此题考查问诊中问疼痛的内容，属于识记型考题。胸痛剧烈，面色青

灰，手足清冷者，多因心脉急骤闭塞所致。  
 
2． 新起恶寒微发热，头身疼痛，无汗，鼻塞流涕，口不渴，舌苔白而润，

脉浮紧者，所属的证候是 (    )(2011年第 23题) 
A．风寒表证 
B．风热表证 
C．暑邪夹湿表证 
D．风寒夹湿表征 
 
正确答案：A            
解析：此题考查八纲辨证的应用，属于应用型考题。寒邪袭表，寒性收引故

头身疼痛而无汗，寒邪与卫气相争于体表，故有恶寒发热；寒不化水，津液未伤，

故流涕、口不渴、萏白而润，脉浮紧也是风寒袭表的表现。故选 A。 
 
3． 该患者的证候是(    )(2011年第 66题) 
A．肺肾气虚 
B．肺脾气虚 
C．阳虚水泛 
D．心肾不交 
 
正确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喘证的辨证论治，属于应用型考题。从题干所述主症咳喘，

兼次症心悸，咯痰清稀，面浮肢肿，腹胀脘痞等，并结合舌脉象提示本病为脾肾

阳虚，阳虚水泛之肺胀。故选 C。 
 
4． 辛热燥烈，易耗气动火，不宜多用、久服的药物是 (    )(2008 年第 37

题) 
A．牵牛子 
B．川楝子 
C．吴茱萸 



 

D．木通 
 
正确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吴茱萸的使用注意，属于识记型考题。吴茱萸：辛、苦、热．有

小毒，辛热燥烈．易耗气动火，不宜多用、久服。故选 C。 
 
5． 营分证的病人，一般不出现(    )(1999年第 27题) 
A．舌质红绛 
B．夜间低热 
C．脉象细数 
D．时有谵语    E．心烦不寐 
 
正确答案：B            
解析：此题考查营分证的临床表现，属于识记型考题。营分证指湿热病邪内

陷，营阴受损，心神被扰，以身热夜甚，口不甚渴或不渴，心烦不寐，甚或神昏

谵语，斑疹隐隐，舌质红绛无苔，脉细数，应为身热夜甚。故选 B。 
 
6． 巅顶痛属(    )(1996年第 20题) 
A．太阳经头痛 
B．阳明经头痛 
C．少阳经头痛 
D．少阴经头痛 E．厥阴经头痛 
 
正确答案：E            
解析：此题考查六经头痛的特点，属于识记型考题。前额头痛属于阳明头痛，

侧头痛属于少阳头痛，后头连颈项痛为太阳痛，巅顶痛属于厥阴头痛。故选 E。 
 
7． 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属于(    )(1991年第 18题) 
A．足厥阴肝经病证 
B．足太阴脾经病证 
C．足少阴肾经病证 
D．足少阳胆经病证 E．足太阳膀胱经病证 
 
正确答案：A            
解析：此题考查六经辨证的临床表现， 属于识记型考题。 抓住狐疝一个特征

病证，选择足厥阴肝经病证。 足太阴脾经病证与消化功能密切相关。 表现为腹满

而吐、不欲食、腹泻。少阴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主证。少阳病以往来寒热为主

证。太阳证以恶寒、脉浮为主证。故选 A。 
 
8． 症见口燥咽干，唇燥面裂，皮肤干枯，尿少便结，脉细数，此属(    )(1997

年第 20题) 
A．阴虚证 
B．血虚证 
C．津液不足证 



 

D．血热证 E．燥邪犯肺证 
 
正确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病性辨证的临床表现，属于应用型考题。题目中所述口唇皮

肤一派燥象，故选 C。因为没有描述到咳嗽少痰等表现，故排除 E。 
 
9． 下列选项中，不符合肠燥津亏证表现的是(    )(2010年第 27题) 
A．大便秘结 
B．潮热盗汗 
C．咽干口燥 
D．口气臭秽 
 
正确答案：B            
解析：此题考查肠燥津亏的临床表现，属于应用型考题。肠燥津亏证指津液

亏损，肠失濡润，传导失职，以大便秘结、排便困难及津亏症状为主要表现的证

候。脏气不通，秽浊不能下排而上逆，则口气臭秽。阴津亏损，不能上润，则咽

干口燥。故选 B。 
 
10． 心气虚的表现除心悸气短外，主要还有 (    )(1998年第 18题) 
A．面色苍白 
B．眩晕健忘 
C．胸闷汗出 
D．胸闷疼痛 E．失眠多梦 
 
正确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脏腑辨证中临床表现，属于应用型考题。心气虚证以心的功

能减退所表现出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和神疲乏力、自汗、面色淡白、舌淡苔

白、脉虚等气虚证为辨证依据。故选 C。 
 
11． 急慢惊风均为适宜的平肝息风药是 (    )(1994年第 38题) 
A．羚羊角 
B．天麻 
C．白蒺藜 
D．钧藤 E．蜈蚣 
 
正确答案：B            
解析：此题考查中药的功效，属于识记型考题。天麻：息风止痉，平抑肝阳，

祛风通络；药性平和，可用治各种病因之肝风内动、惊痫抽搐，可治急慢惊风、

破伤风。故选 B。 
 
12． 虫积兼脾虚便溏者忌服的药物是(    )(2009年第 34题) 
A．槟榔 
B．使君子 
C．南瓜子 



 

D．雷丸 
 
正确答案：A            
解析：此题考查槟榔的使用注意， 属于识记型考题。槟榔：杀虫消积，行气，

利水，截疟；苦辛温；脾虚便溏或气虚下陷者忌用。故选 A。 
 
13． 肺热咳嗽，甚则气急欲喘，皮肤蒸热，日哺尤甚，舌红苔黄，脉象细

数者，治宜选用(    )(2001年第 51题) 
A．麻杏甘石汤 
B．泻白散 
C．定喘汤 
D．苇茎汤 E．止嗽散 
 
正确答案：B            
解析：此题考查泻白散的主治，属于应用型考题。特征表现为：皮肤蒸热，

日晡尤甚。是肺热证。用泻白散泻肺清热。  
 
14． 最早提出要按年龄老少、体质强弱、疾病新久等决定药量的本草著作

是(    )(1999年第 28题) 
A．《神农本草经》 
B．《名医别录》 
C．《本草经集注》 
D．《证类本草》E．《本草衍义》 
 
正确答案：E            
解析：此题考查历代本草著作，属于识记型考题。最早提出要按年龄老少、

体质强弱、疾病新久等决定药量的本草著作是《本草衍义》。故选 E。 
 
15． 下列哪项小是洒制的目的(    )(1995年第 31题) 
A．矫味矫臭 
B．活血化瘀 
C．息风止痉 
D．止泻止血 E．清热消痰 
 
正确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中药炮制的目的，属于识记型考题。酒制可矫味矫息，活血

化瘀，止泻止血，增强药力。酒制没有息风止痉的作用。故选 C。 
 
16． 下列哪种用药方法是错误的 (    )(1992年第 28题) 
A．旋覆花包煎 
B．生大黄后下 
C．鹤草芽入煎服 
D．阿胶烊化兑服 E．附子先煎 
 



 

正确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中药的使用方法，属于识记型考题。鹤草芽不入煎剂。故选

C。 
 
 
A．四时不正之气  
B．湿雾瘴气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2004年第 91，92题) 
          
             
17． 疫病发生的原因是(  )       
A． 
 
B． 
 
C． 
 
D． 
 
正确答案：C          
             
18． 六淫邪气形成的原因是(  )       
A． 
 
B． 
 
C． 
 
D． 
 
正确答案：A            
解析：此题考查六淫与疫病的病因。属于理解型考题。疠气(疫病)是指一类

具有强烈致病性(七版教材)和传染性的外感病邪。影响疠气产生的因素：①气候
因素。②环境因素。③预防措施不当。④社会因素。六淫邪气形成的原因：①与

该地区常年同期气候变化相比：当气候变化异常，六气发生太过或不及，或非其

时有其气(如春天应温而反寒，秋天应凉而反热等)，以及气候变化过于急骤(如过
剧的暴冷或暴热等)。②气候变化作为致病条件：当人体的正气不足，抵抗力下
降，不能适应气候变化而发病时，六气则成为病因。淫，有太过和浸淫之意。由

于六淫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以又称其为“六邪”。 
 
A．气短神疲乏力     
B．气短懒言，畏寒肢冷，脉沉迟无力 
C．头身重困，苔白腻，脉濡缓     



 

D．胸胁胀痛，抑郁易怒 E．舌红苔黄腻，脉濡数(2003年第 75，76题) 
          
             
19． 寒湿困脾证除纳少腹胀便溏外，还可见(  )       
 
 
正确答案：C          
             
20． 湿热蕴脾证除纳少腹胀便溏外，还可见(  )       
 
 
正确答案：E            
解析：此题考查脾病证型的临床表现，属于应用型考题。寒湿困脾有寒湿阻

滞的表现，如头身困重等表现，且苔白腻，脉濡缓也是寒湿的表现。湿热蕴脾的

舌脉表现为舌红苔黄腻，脉濡数。  
 
A．胁胀痛     
B．太息 
C．两者均有     
D．两者均无(2000年第 105，106题) 
          
             
21． 肝气郁结证，可见(  )       
A． 
 
B． 
 
C． 
 
D． 
 
正确答案：C          
             
22． 肝胆湿热证，可见(  )       
A． 
 
B． 
 
C． 
 
D． 
 
正确答案：A            
解析：此题考查肝病两型的临床表现与鉴别， 属于应用型考题。 肝气郁结证



 

气机瘀滞不疏，故有胁痛太息。肝胆湿热没有气机郁滞的表现，故无太息，热邪

侵扰肝经，故有胁胀痛的表现。  
 
A．花剥苔     
B．黄腻苔    
C．镜面舌 
D．苔灰黑而干    E．苔灰黑而滑润(2002 年第 79，80 题) 
          
             
23． 脾胃湿热的舌象是(  )       
 
 
正确答案：B          
             
24． 胃的气阴两伤的舌象是(  )       
 
 
正确答案：A            
解析：此题考查舌诊中舌质和舌苔的主病， 属于应用型考题。 花剥苔和镜面

舌都主胃气阴两伤，只是程度有区别，镜面舌为阴伤重症。B 选项为湿热内蕴的

舌象。D 选项为热极津枯，E 选项为阴寒内盛，见于寒湿病，这种灰黑苔多是由

白苔转化而成。 
 
A．天王补心丹合朱砂安神丸    
B．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合参附汤    
C．真武汤    
D．苓桂术甘汤              
25． 心悸心阳不振证的代表方宜首选(  )       
A． 
 
B． 
 
C． 
 
D． 
 
正确答案：B          
             
26． 心迹水饮凌心证的代表方宜首选(  )       
A． 
 
B． 
 
C． 



 

 
D． 
 
正确答案：D          
 
A．脾经的合水穴      
B．脾经的经金穴    
C．脾经的荥火穴      
D．脾经的输土穴              
27． 大都穴为(  )       
A． 
 
B． 
 
C． 
 
D． 
 
正确答案：C          
             
28． 商丘穴为(  )       
A． 
 
B． 
 
C． 
 
D． 
 
正确答案：B          
 
A．珍珠母与紫贝齿    
B．石决明与珍珠母    
C．蜈蚣与僵蚕      
D．僵蚕与全蝎。              
29． 既能平肝潜阳，又能清肝明目的药物是 (  )       
A． 
 
B． 
 
C． 
 
D． 
 



 

正确答案：B          
             
30． 既能镇惊安神，又能清肝明目的药物是 (  )       
A． 
 
B． 
 
C． 
 
D． 
 
正确答案：A          
 
A．气郁       
B．血郁     
C．痰郁       
D．湿郁               
31． 精神抑郁，情绪不宁，胸胁胀满疼痛，脘腹胀满，咽中如有物梗塞，

苔腻。多属(  )       
A． 
 
B． 
 
C． 
 
D． 
 
正确答案：C          
             
32． 精神抑郁，情绪不宁，身重，胸胁、脘腹胀满，嗳气，口腻，便溏。

多属(  )       
A． 
 
B． 
 
C． 
 
D． 
 
正确答案：D          
 
A．辛、温      
B．辛、苦、寒    
C．辛、苦、温      



 

D．苦、微寒              
33． 丹参性味为(  )       
A． 
 
B． 
 
C． 
 
D． 
 
正确答案：D          
             
34． 红花性味为(  )       
A． 
 
B． 
 
C． 
 
D． 
 
正确答案：A          
 
A．柴胡疏肝散       
B．丹栀逍遥散     
C．半夏厚朴汤       
D．甘麦大枣汤               
35． 郁病痰气郁结证的治疗宜选用 (  )       
A． 
 
B． 
 
C． 
 
D． 
 
正确答案： C          
             
36． 郁病心神惑乱证的治疗宜选用(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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