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执业】

【真题】

被称为“十二经之海”“血海”的是

A.冲脉

B.任脉

C.阳维脉

D.督脉

E.阴维脉

【答案】A

【命中题】

被称为“十二经之海”的是

A.任脉

B.冲脉

C.督脉

D.带脉

E.阴维脉

【答案】B
【解析】冲脉涵蓄十二经气血，称“十二经之海”或“血海”。故选 B.

【真题】

“阴脉之海”是指

A.任脉

B.带脉

C.冲脉

D.阴跷脉

E.阴维脉

【答案】A

【命中题】

被称为“阴脉之海”的是

A.带脉

B.任脉

C.冲脉

D.阳维脉

E.阳跷脉

【答案】B
【解析】任脉妊养诸阴经，总调全身阴经经气，称阴脉之海。

【真题】



“阳脉之海”是指

A.任脉

B.督脉

C.冲脉

D.阴跷脉

E.阴维脉

【答案】B

【命中题】

被称为“阳脉之海”的是

A.督脉

B.任脉

C.冲脉

D.阳维脉

E.阳跷脉

【答案】A
【解析】督脉督领六阳经，调节全身阳经经气，称为“阳脉之海”

【真题】

癃闭和淋证区别主要为

A.排尿困难

B.小便淋漓不尽

C.排尿不畅伴腰痛

D.小便频数与否

E.小便点滴而出与否

【答案】E

【命中题】

癃闭和淋证区别在于

A.排尿困难

B.血尿

C.砂石

D.小便量少于正常甚或无尿

E.小便浑浊

【答案】D
【解析】癃闭无尿道刺痛，每日尿量少于正常，甚或无尿排出，而淋证则小便频数短涩，伴

有刺痛，但每日排尿量正常。

【真题】

A.络穴

B.郄穴



C.原穴

D.下合穴

E.合穴

外关穴是手少阳三焦经的【答案】A
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答案】C

【命中题】

A.三焦经原穴

B.大肠经原穴

C.小肠经原穴

D.胃经络穴

E.八脉交会穴

外关穴是【答案】E
合谷穴是【答案】B
【解析】外关是手少阳三焦经的络穴，八脉交会穴，通阳维脉；合谷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

【真题】

A.心中

B.胸中

C.腹中

D.头面部

E.手足末端

阳经与阳经交接的部位

参考答案：D
阴经交接的部位

参考答案：B

【命中题】

A.心中

B.胸中

C.腹中

D.头面部

E.手足末端

相表里的阳经与阳经的循行交接部位是【答案】D
相互衔接的阴经与阴经的循行交接部位是【答案】B
【解析】相互衔接的阴经与阴经在胸中交接。同名的阳经与阳经在头面部交接。

【真题】

坐骨神经痛少阳经主穴

A.腰夹脊、秩边、委中、承山

B.腰夹脊、环跳、阳陵泉、大钟、太冲

C.腰夹脊、委中、阳陵泉、悬钟、丘墟

D.腰夹脊、环跳、阳陵泉、悬钟、丘墟



E.腰夹脊、环跳、阴陵泉、阳陵泉、丘墟

参考答案：D。

【命中题】

位于脊柱区，第 1 胸椎棘突下，后中线旁开 1.5 寸的中点的腧穴是

A.腰夹脊、环跳、阳陵泉、悬钟、丘墟

B.阿是穴、环跳、阳陵泉、大钟、太冲

C.阿是穴、委中、阳陵泉、悬钟、丘墟

D.腰夹脊、秩边、委中、委阳、足临泣

E.腰夹脊、环跳、阴陵泉、阳陵泉、丘墟

【答案】A
【解析】针灸治疗坐骨神经痛的叙述正确的是以通经止痛为法。以足太阳、足少阳经穴为主。

腰部取腰夹脊。足太阳经证选取：腰夹脊、秩边、委中、承山、昆仑。足少阳经证选取：腰

夹脊、环跳、阳陵泉、悬钟、丘墟。

【真题】

大杼定位为

A.肩胛区，肩胛冈中点与肩胛骨下角连线的上 1/3 与下 2/3 交点凹陷中。

B.脊柱区，横平第 7 颈椎棘突下，后中线旁开 0. 5 寸。

C.颈后区，横平第 2 颈椎棘突上际，斜方肌外缘凹陷中

D.脊柱区，第 1 胸椎棘突下，后中线旁开 1. 5 寸。

E.脊柱区，第 3 胸椎棘突下凹陷中，后正中线上。

参考答案：D。

【命中题】

位于脊柱区，第 1 胸椎棘突下，后中线旁开 1.5 寸的中点的腧穴是

A.天宗

B.定喘

C.肩井

D.大杼

E.身柱

【答案】D
【解析】正确答案选 D。A.天宗在肩胛区，肩胛冈中点与肩胛骨下角连线的上 1/3 与下 2/3
交点凹陷中。B.定喘在脊柱区，横平第 7 颈椎棘突下，后中线旁开 0. 5 寸。D.大杼在脊柱区，

第 1 胸椎棘突下，后中线旁开 1. 5 寸。E.身柱在脊柱区，第 3 胸椎棘突下凹陷中，后正中线

上。

【真题】

肺胀早期的病脏腑是

A.心

B.肝

C.脾



D.肺

E.肾

参考答案：D。

【命中题】

1.肺胀的病位在肺，继则影响到

A.心、脾，后期病及于肾

B.脾、肾，后期病及于心

C.肝、肾，后期病及于心

D.肝、脾，后期病及于心

E.心、肝，后期病及于肾

【答案】B

解析：肺胀病位首先在肺，继则影响脾、肾，后期病及于心。故选 B。

【真题】

肺痨晚期的病变脏腑是

A.心、脾、肾

B.肝、脾、肾

C.脾、肺、肝

D.肺、脾、肾

E.心、肝、肺

参考答案：D。

【命中题】

肺痨后期会导致亏损的脏腑是

A.心、脾、肾

B.肝、脾、肾

C.脾、肺、肝

D.肺、脾、肾

E.心、肝、肺

答案：D。
解析：肺痨主要是以虚证为主，后期引起肺、脾、肾三脏俱亏，阴损及阳，表现为阴阳两虚。

【真题】

下列哪项为不寐的主穴

A.百会、安眠、神门、三阴交、照海、申脉

B.四神聪、安眠、内关、三阴交、照海、申脉

C.印堂、安眠、神门、复溜、照海、申脉

D.百会、血海、神门、三阴交、照海、申脉

E.百会、安眠、神门、太冲、照海、申脉

参考答案：A

【命中题】

下列哪项不是针灸治疗不寐的主穴



A.照海

B.安眠

C.神门

D.申脉

E.太溪

答案：E
解析：不寐主穴：百会、安眠、神门、三阴交、照海、申脉

【真题】

痿证肺热证应选用

A.阳陵泉、太冲

B.阴陵泉、内庭

C.尺泽、大椎

D.肝俞、肾俞

E.脾俞、胃俞

【答案】C

【命中题】

A.阳陵泉、太冲

B.阴陵泉、内庭

C.尺泽、大椎

D.肝俞、肾俞

E.脾俞、胃俞

治疗肺热津伤型痿证，应配用的腧穴【答案】C
【解析】治疗肺热津伤型痿证，应配用的腧穴尺泽、大椎。痿证辨证要点 主症 肢体软弱无

力，筋脉弛缓，甚则肌肉萎缩或瘫痪 肺热津伤 发热多汗，热退后突然出现肢体软弱无力，

舌红，苔黄，脉细数；肺热津伤；尺泽、大椎；故选 C

【真题】

消渴病上消的主穴为

A.历兑、太渊

B.中脘、少泽

C.太渊、少府

D.尺泽、合谷

E.太溪、照海

【答案】C
【命中题】

患者烦渴多饮，口干舌燥，尿量频多，舌边尖红，苔薄黄，脉数。治疗应选用的是

A.历兑、太渊

B.中脘、少泽

C.太渊、少府

D.尺泽、合谷

E.太溪、照海



【答案】C
【解析】患者烦渴多饮，口干舌燥，尿量频多，舌边尖红，苔薄黄，脉数。诊断为肺燥津伤

（上消），治疗应选用的是太渊、少府。故选 C

【真题】

消渴病中消的主穴为

A.太渊、少府

B.曲池、血海

C.复溜、太冲

D.内庭、地机

E.关元、命门

【答案】D
【命中题】

患者多饮、多食、多尿数年，现以善饥烦渴、口干舌燥为主。治疗应配用

A.太渊、少府

B.曲池、血海

C.复溜、太冲

D.内庭、地机

E.关元、命门

【答案】D
【解析】患者多饮、多食、多尿数年，现以善饥烦渴、口干舌燥为主。辨证 消渴，胃热津

伤（中消），治疗应配用内庭、地机；故选 D

【真题】

针灸治疗血虚头痛应选用的穴位是

A.风门、列缺

B.脾俞、足三里

C.血海、膈俞

D.太冲、太溪

E.中脘、丰隆

【答案】B

【命中题】

治疗血虚头痛应配用的是

A.风门、列缺

B.脾俞、足三里

C.血海、膈俞

D.太冲、太溪

E.中脘、丰隆

【答案】B
【解析】血虚头痛:脾俞、足三里。A 风寒头痛:风门、列缺；C 瘀血头痛:血海、膈俞；

D肝阳上亢:太冲、太溪；E痰浊头痛:丰隆、中脘；故选 B



【真题】

A.枳实导滞丸

B.白头翁汤

C.芍药汤

D.香连丸

E.理中丸

【答案】E

脾阳虚泄泻【答案】E；
湿热泻【答案】D
【命中题】

脾阳虚虚衰治疗应首选的方剂是

A.枳实导滞丸

B.白头翁汤

C.芍药汤

D.香连丸

E.理中丸

【答案】E

【真题】

痢下鲜紫脓血，腹痛剧烈，后重感特著，壮热口渴，头痛烦躁，恶心呕吐，甚者神昏惊厥，

舌质红绛，舌苔黄燥，脉滑数或微欲绝，应诊断为

A.虚寒痢

B.寒湿痢

C.休息痢

D.疫毒痢

E.湿热痢

【答案】D

【命中题】

陆某，女，14 岁。昨日骤然痢下鲜紫脓血，腹痛剧烈，后重感特著，壮热口渴，头痛烦躁，

恶心呕吐，舌质红绛，舌苔黄燥，脉滑数。应诊断为

A.虚寒痢

B.寒湿痢

C.休息痢

D.疫毒痢

E.湿热痢

【答案】D

解析：疫毒痢，起病急骤，痢下鲜紫脓血，腹痛剧烈，后重感特著，壮热口渴，头痛烦躁，

恶心呕吐，甚者神昏惊厥，舌质红绛，舌苔黄燥，脉滑数或微欲绝。



【中医助理】

【真题】

平胃散的组成哪个不是

A.苍术

B.厚朴

C.白术

D.大枣

E.生姜

【答案】C

【命中题】

平胃散的药物组成不包括

A.苍术

B.厚朴

C.炙甘草

D.生姜

E.茯苓

【答案】E解析：平胃散组成：苍术四两 厚朴三两 陈橘皮二两 炙甘草一两 生姜二片

大枣二枚

【真题】

A.川芎

B.细辛

C.白芷

D.薄荷

E.羌活

川芎茶调散中入阳明经的药物【答案】C
川芎茶调散中入少阳经的药物【答案】A

【命中题】

A.川芎

B.细辛

C.白芷

D.薄荷

E.羌活

川芎茶调散中入阳明经的药物【答案】C
川芎茶调散中入少阳经的药物【答案】A
解析：川芎茶调散药物归经：川芎：少阳、厥阴头痛。细辛：少阴经头痛。白芷：阳明经头



痛。羌活：太阳经头痛。

【真题】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五脏分阴阳中，阴中之阳是【答案】A

五脏分阴阳中，阴中之阴是【答案】E

【命中题】

A.阴中之阴

B.阴中之阳

C.阳中之阴

D.阳中之阳

E.阴中之至阴

五脏分阴阳，肝的阴阳属性是【答案】B

五脏分阴阳，肾的阴阳属性是【答案】A

五脏分阴阳，心肺在上为阳，肝脾肾在下为阴；选项 A是肾的阴阳属性；选项 B 是肝的阴阳

属性；选项 C是肺的阴阳属性；选项 D 是心的阴阳属性；选项 E 是脾的阴阳属性，故本题的

正确答案是 D。

【真题】

A.米泔样便

B.粥样稀便

C.暗红色果酱样

D.冻状便

E.柏油样便

霍乱的大便呈【答案】A
阿米巴痢的大便呈【答案】C

【命中题】

A.米泔样便

B.粥样稀便

C.暗红色果酱样

D.冻状便

E.柏油样便

霍乱患者的粪便性状是【答案】A
阿米巴痢患者的大便的粪便性状是【答案】C
【解析】霍乱患者的粪便性状是米泔样便；阿米巴痢疾时，以血为主,呈暗红色果酱样；



【真题】

A.人参、麦冬、五味子

B.人参、天冬、五味子

C.党参、黄芪、白术、甘草

D.黄芪、防风、白术、大枣

E.黄芪、人参、五味子

生脉散的组成【答案】A
玉屏风散的组成【答案】D

【命中题】

A.人参、麦冬、五味子

B.人参、天冬、五味子

C.党参、黄芪、白术、甘草

D.黄芪、防风、白术、大枣

E.黄芪、人参、五味子

生脉散的为【答案】A
玉屏风散的为【答案】D

【真题】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主液的腑是【答案】C

主津的腑是【答案】D

【命中题】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主津”的腑是【答案】D

“主液”的腑是【答案】C

【真题】

A.下垂性水肿



B.晨起时眼睑或颜面水肿

C.全身水肿，伴有血尿

D.腹水，踝部水肿并向上蔓延

E.非凹陷性水肿

心源性水肿表现为【答案】A
肝源性水肿表现为【答案】D

【命中题】

A.下垂性水肿

B.晨起时眼睑或颜面水肿

C.全身水肿，伴有血尿

D.腹水，踝部水肿并向上蔓延

E.非凹陷性水肿

心源性水肿表现为【答案】A
肝源性水肿表现为【答案】D
【解析】心源性水肿特点是下垂性水肿，严重者可出现胸水、腹水等，常伴有呼吸困难、心

脏扩大、心率加快、颈静脉怒张、肝颈静脉回流征阳性等表现，肝源性水肿主要表现为腹水，

也可出现下肢踝部水肿并向上蔓延，头、面部及上肢常无水肿。常伴有肝功能受损及门静脉

高压等表现，可见肝掌、蜘蛛痣等。

【真题】

温胆汤的主治

A.痰热内扰证

B.气郁发热证

C.风痰上扰证

D.心虚胆怯证

E.痰热互结证

【答案】A

【命中题】

症见胆怯易惊，虚烦不眠，梦多怪异，或惊悸不宁，或呕吐呃逆，或眩晕，或癫痫，苔白腻，

脉弦滑，宜选用

A.温胆汤

B.柴胡疏肝散

C.半夏白术天麻汤

D.小陷胸汤

E.羚角钩藤汤

【答案】A 解析：温胆汤

主治：胆胃不和，痰热内扰证。胆怯易惊，虚烦不眠，梦多怪异，或惊悸不宁，或呕吐呃逆，

或眩晕，或癫痫，苔白腻，脉弦滑。

【真题】



海金沙的煎服方法

A.包煎

B.烊化

C.后下

D.先煎

E.另煎

【答案】A

【命中题】

下列各项，需包煎的药物是

A.豆蔻

B.海金沙

C.桂枝

D.牡蛎

E.阿胶

【答案】B
解析：阿胶烊化冲服，豆蔻后下，海金沙包煎，牡蛎先煎；

【真题】

十二指肠溃疡的最常见的病因

A.胃酸分泌增高

B.胃黏膜屏障减弱

C.遗传因素

D.免疫因素

E.饮食因素

【答案】A

【命中题】

十二指肠溃疡发病的最主要因素是

A.胃酸分泌增高

B.胃黏膜屏障减弱

C.遗传因素

D.免疫因素

E.饮食因素

【答案】A
解析：十二指肠溃疡发病的最主要因素是胃酸分泌增高，故选 A；余选项为次要病因，故排

除；

【真题】

后天之本为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答案】C

【命中题】

被称为“后天之本”的脏是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脾的别称：孤脏、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等，故满足题干的是 C

选项。

【真题】

气滞的病变脏腑为

A.肺、脾胃、肾

B.心、脾胃、肝

C.肝、脾胃、肾

D.肺、脾胃、肝

E.肝胆、肺、肾

【答案】D

【命中题】

脏腑气滞病变多发生于

A.肺、脾胃、肾

B.心、脾胃、肝

C.肝、脾胃、肾

D.肺、脾胃、肝

E.肝胆、肺、肾

【答案】D

【解析】气滞：指气的运行不畅，或郁滞不通的病理变化。由于肝升肺降、脾升胃降，在调

整全身气机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脏腑气滞以肺、肝、脾胃为多见。故满足题干的是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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