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执业京師密卷（二）答案

第壹單元

1 C 感冒病可因其病因病机和病人体质的不壹样而出現風寒、風热、風湿、風燥、气虚

等不壹样的证候，因而有辛温解表、辛凉解表、辛润解表、益气解表等對应的治法。故虽同

為感冒病，但拥有不壹样治法，這种措施叫做同病异治。

2 B 同病异治，指同壹种病，由于发病的時间、地区不壹样，或所处的疾病的阶段或类

型不壹样，或病人的体质有异，故反应出的证候不壹样，因而治疗也就有异。简而言之就是

跟据不壹样的证候進行不壹样的治疗，也就是中醫學的壹大特點辨证论治。

3 B A 中，土应為木之所胜；C 中，火生土，即火為土之母；D 中水為火之所不胜；E
中，金為木之所不胜。

4 C 作為六腑之壹的三焦，其功能是疏通水道，运行水液。《素問·灵兰秘典论》說："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充填于胃肠道与膀胱之间，引导胃肠中水液渗透膀胱，

是水液下输膀胱之通路。三焦水道畅通，则胃肠中的水液源源不停渗透膀胱，成為尿液生成

之源。

5 E 证，即证候，是疾病過程中某壹阶段或某壹类型的病理概括，壹般由壹组相對固定

的、有内在联络的、能揭示疾病某壹阶段或某壹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证候是病

机的外在反应；病机是证候的内在本质。证候只是表明疾病的壹种阶段，而表达疾病的全過

程用"病"来表达。

6 E 症為疾病的详细临床体現，A、B 属病，C、D 属证型。

7 C 五化為生、長、化、收、藏，各配属于木、火、土、金、水。故五化中属土的应為

"化"。
8 B 略

9 C 略

10 D 略

11 C 肝主疏泄，是指肝气具有疏通、畅达全身气机，進而增進精血津液的运行输布、脾

胃之气的升降、胆汁的分泌排泄以及情志的舒畅等作用。C 是肾的生理功能。

12 C 心藏神，主神志，主宰和协调人体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動，同步也主宰人体的心

理活動，故称心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因其藏神而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神是机体生命活動

的主宰。故心為五脏六腑之大主的理论根据是心主神志。

13 E 肝藏血，是指肝脏具有贮藏血液、调整血量和防止出血的功能。脾主统血，是指脾

气有统摄、控制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而不溢出脉外（即防止出血的功能。肝、脾两脏中其共

同的生理功能是防止出血。

14 E 小肠的重要生理功能是主受盛化物和泌别清浊。主运化為脾的生理功能；通条水道

為肺的生理功能；主受纳為胃的生理功能：主腐熟水谷也是胃的生理功能。主泌别清浊是小

肠的生理功能。

15 E 略

16 D 湿性重浊。"重"，即沉重、重著，指湿邪致病，出現以沉重感為特性的临床体現，

如頭身困重、四肢酸楚沉重等。湿邪外袭肌表，困遏清阳，清阳不升，则頭重如束布帛。《素

問·生气通天论》說："因于湿，首如裹。"
17 C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治》"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

饮；饮後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体

疼痛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18 C 略

19 E A 主痰饮、食滞、实热诸证。滑脉亦是青壮年的常脉，妇人的孕脉。B 主阴盛气結。

C 主阳盛实热或邪实阻滞之证。D 多見于惊恐、疼痛之症。惊则气乱，痛则气結，皆属阴阳

相搏之候。E 多見于阳亢無制，真阴垂绝之候；疾而虚弱為阳气将绝之征。

20 D 左寸：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右寸：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关：外以候肝，

内以候膈。右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左尺：外以候肾，内以候腹中。右尺：外以候肾，

内以候腹中。

21 C 略

22 A 绛舌多由紅舌深入发展而成。其形成的原因是热入营血，气血沸涌，耗伤营阴，血

液浓缩而瘀滞，虚火上炎，舌体脉络充盈，故舌呈绛色。舌绛少苔或無苔．或有裂纹，多属

久病阴虚火旺，或热病後期阴液耗损。

23 C 語言謇涩者，体現為吐字困难或不清，多因風痰阻络所致，為中風之先兆或中風後

遗症。热扰心神可見谵語，痰火扰心可見狂言，心气局限性見錯語或独語，A、B、D、E 均

不符合題意，故本題应选 C 选项。

24 D 假神是重危病人出現的精神临時"好转"的虚假体現，临终前的预兆，古人比作"回
光返照"或"残灯复明"。其病机是脏腑精气极度衰竭，正气将脱，阴不敛阳，虚阳外越，阴

阳即将离绝。

25 E 略

26 A 略

27 D A 多因心脉急骤闭塞所致，可見于真心痛等病。B 多因热邪壅肺，肺络不利所致，

可見于肺热病等。C 多因痰热阻肺，热壅血瘀所致，可見于肺痈等病。D 多因气結痰凝血瘀，

經气不和所致，可見于胁肋痛等病。E 可由肺癌、胸部外伤等，导致胸部疼痛。

28 B 食滞胃脘指饮食停积胃肠，以脘腹痞胀疼痛、呕泻酸馊腐臭等為重要体現。胃阴虚

指阴液亏虚，胃失濡润、和降，以胃脘嘈杂，饥不欲食，脘腹痞胀、灼痛等為重要体現。肝

脾不调指肝失疏泄，脾失健运，以胁胀作痛、情志抑郁、腹胀、便溏等為重要体現。肝胃不

和指肝气郁結，胃失和降，以脘胁胀痛、嗳气、吞酸、情绪抑郁等為重要体現。胃阳虚指阳

气局限性，胃失温煦，以胃脘冷痛、喜温喜按，畏冷肢凉等為重要体現。

29 D 脏腑湿热证重要体現為身目发黄，胁肋胀痛，或胁下有痞块，纳呆，厌油腻，泛惡

欲呕，腹胀，大便不调，小便短赤，发热或寒热往来，口苦口干，舌紅，苔黄腻，脉弦滑数。

或為阴部潮湿、瘙痒、湿疹，阴器肿痛，带下黄稠臭秽等。A、B、C、E 分别属于脏或腑的

体現。

30 B 裏实热证常見发热，惡热喜冷，口渴欲饮，面赤，烦躁不宁，痰、涕黄稠，小便短

黄，大便干結，舌紅，苔黄燥少津，脉数等。A、C、D、E 均為此证的体現，B 為阴虚内热

的体現，属虚热证。

31 B 壹般来說，動物角、甲、壳类药物和矿物类药物，大多需要先煎 30 分钟左右，再

纳入其他药同煎。植物药中，苦楝皮等有效成分难溶于水的药，与壹般药同入汤剂時，也需

先煎。此外，有的药久熬可使其毒性減少（如川乌、草乌、附子、雷公藤等，亦应先煎。

32 B A、C 宜空腹服用，D 宜饭前服用，E 宜在发作前 2 小時服用，B 宜在饭後服用。

33 E 桑叶蜜炙能增强润肺止咳的作用，故肺燥咳嗽多用蜜炙桑叶。

34 A A 治阴虚发热，消渴，吐血，衄血，血崩，月經不调，胎動不安，阴伤便秘。B 凉

血滋阴，泻火解毒。C 善清血，而又活血，因而有凉血散瘀的功能，使血流畅而不留瘀，血

热清而不妄行。D 清热凉血，散瘀止痛。E 清热镇痉，平肝息風，解毒消肿。血热妄行。

35 A 略



36 C 生地黄清热，生津，滋阴，养血。主治阴虚发热，消渴，吐血，衄血，血崩，月經

不调，胎動不安，阴伤便秘。玄参凉血滋阴，泻火解毒。

37 D A 发汗解肌，温通經脉，助阳化气。B 发汗解表，温中断呕，温肺止咳。C 刊登散

風，胜湿止痛，止痉。D 散風寒，通鼻窍。用于風寒頭痛，鼻塞，鼻渊，鼻流浊涕。E 散寒

解表，理气宽中。

38 C 略

39 D 半夏与天南星：均味辛性温而燥，有毒，均能温化寒痰，燥湿化痰，主治寒痰、湿

痰证，炮制後又能治热痰、風痰，二药常相须而用。外用生品均能消肿止痛，用治痈疽肿毒

及毒蛇咬伤。

40 E 滑石利尿通淋，清热解暑，祛湿敛疮。用于热淋，石淋，尿热涩痛，暑湿烦渴，湿

热水泻；外治湿疹，湿疮，痱子。

41 D A 利水渗湿，健脾，化痰，宁心安神。B 利水渗湿。C 清热利湿，通淋，消肿。D
利尿通淋，清热解暑，祛湿敛疮。E 利水渗湿，泻热。D 甘淡性寒，既能利水，又能解暑热，

是為治暑湿、湿温的常用药。

42 A A 開窍宁神，化湿和胃。B 開窍醒神，辟秽止痛。C 開窍醒神，活血通經，止痛，

催产。D 能開窍醒神，清热止痛。E 清心，豁痰，開窍，凉肝，息風，解毒。

43 D 大补阴丸：熟地黄、知母、黄柏、龟甲、猪脊髓。

44 A 方中肉苁蓉温肾益精，润燥滑肠；當归养血和血，辛润通便，牛膝补肾强腰，其性

下降；枳壳宽肠下气，泽泻入肾泄浊；少加升麻以升清阳，使清升而浊降。

45 B 其构成：蜀椒、干姜、人参、胶饴。

46 C 真武汤：茯苓、芍药、白术、生姜、附子。实脾散：厚朴、白术、木瓜、木香、草

果仁、大腹子、附子、白茯苓、干姜、甘草。

47 A 其构成有：黄芪、人参、桂枝、甘草、熟附子、细辛、羌活、防風、川芎、煨生姜。

48 B 其构成有：酸枣仁、柏子仁、當归、天冬、麦冬、生地黄、人参、丹参、玄参、茯

苓、五味子、遠志肉、桔梗。

49 C 略

50 B 略

51 C 方中酸甘之白芍养营阴，缓肝急，止腹痛。

52 B 方中重用酸枣仁為君，以其甘酸质润，入心、肝之經，养血补肝，宁心安神。茯苓

宁心安神；知母苦寒质润，滋阴润燥，清热除烦，共為臣药。与君药相伍，以助安神除烦之

功。佐以川芎之辛散，调肝血而疏肝气，与大量之酸枣仁相伍，辛散与酸收并用，补血与行

血結合，具有养血调肝之妙。甘草和中缓急，调和诸药為使。

53 D 方中旋覆花性温而能下气消痰，降逆止嗳，是為君药。代赭石质重而沉降，善镇冲

逆，但味苦气寒，故用量稍小為臣药。

54 B 生化汤化瘀生新，温經止痛。主治产後瘀血腹痛，惡露不行，小腹冷痛。

55 E 理中丸温中祛寒，补气健脾。主治脾胃虚寒证，阳虚失血证，脾胃虚寒所致的胸痹；

或病後多涎唾；或小儿慢惊等。

56 A 补中益气汤主治：①烦劳内伤。②或喘或渴，或阳虚自汗，或气虚不能摄血。③或

疟痢脾虚，久不能愈。④壹切清阳下陷，中气局限性之证。

57 A 大秦艽汤祛風清热，养血活血。主治風邪初中經络证。

58 B 舟車丸行气破泄，逐水消肿，通利二便。用于水肿鼓胀、形气俱实之证。

59 D 略

60 B 略

61 C 略



62 D 略



63 A 略

64 D 略

65 E 略

66 A 略

67 A 略

68 E 略

69 D 略

70 E 略

71 D 略

72 B 略

73 A 略

74 B 略

75 D 略

76 B 略

77 C 略

78 D 略

79 D 略

80 A 略

81 C 略

82 C 略

83 E 略

84 B 略

85 A 略

86 C 略

87 E 略

88 A 略

89 C 略

90 B 略

91 A "治病求本是中醫治则之壹，在临床运用之壹治则的時候，必须對的把握正治与反

治，治標与治本，故正治与反治都属于治病求本。

"
92 A "治病求本是中醫治则之壹，在临床运用之壹治则的時候，必须對的把握正治与反

治，治標与治本，故正治与反治都属于治病求本。

"
93 C "A 解肌清热，除烦止渴。治热病壮热不退，心烦神昏，谵語发狂，口渴咽干，肺

热喘急，中暑自汗，胃火頭痛、牙痛，热毒壅盛，发斑发疹，口舌生疮。B 清热泻火滋阴润

燥。C 清热生津，除烦，止呕，利尿。D 清热生津，消肿排脓。E 清火明目。

"
94 C "A 解肌清热，除烦止渴。治热病壮热不退，心烦神昏，谵語发狂，口渴咽干，肺

热喘急，中暑自汗，胃火頭痛、牙痛，热毒壅盛，发斑发疹，口舌生疮。B 清热泻火滋阴润

燥。C 清热生津，除烦，止呕，利尿。D 清热生津，消肿排脓。E 清火明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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