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A2 型选择题

1.易于感冒表明气功能减退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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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推动作用

B.温煦作用

C.防御作用

D.固摄作用

E.中介作用

2.昼夜分阴阳，属于“阳中之阴”的时间是（ ）。

A.前半夜

B.下午

C.上午

D.中午

E.后半夜

3.下列阴和阳的概念中，最确切的是（ ）。

A.阴和阳是中国古代的两点论

B.阴和阳即是矛盾

C.阴和阳代表相互对立的事物

D.阴和阳代表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属性

E.阴和阳代表相互关联的事件

4.石菖蒲的功效是（ ）。

A.开窍醒神，解郁行气

B.开窍醒神，清热止痛

C.开窍醒神，活血散瘀

D.开窍醒神，化湿和胃，宁神益志

E.开窍醒神，止痛，催产

5.具有轻扬、向上向外特性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火邪

D.湿邪

E.燥邪

6.茯苓的功效是（ ）。

A.利水渗湿，清热，除痹

B.利水渗湿，消肿，散结

C.利水渗湿，止咳，除痹

D.利水消肿，渗湿，健脾，宁心



E.利水渗湿，止呕，通乳

7.九仙散的组成药物中含有（ ）。

A.乌药、生枳壳

B.知母、密蒙花

C.人参、桑白皮

D.山药、五倍子

E.诃子、炙黄芪

8.下列不属实证临床表现的是（ ）。

A.五心烦热

B.大便秘结

C.小便不通

D.痰涎壅盛

E.腹痛拒按

9.既能平肝潜阳，又能清肝明目的药物是（ ）。

A.刺蒺藜

B.决明子

C.石决明

D.夏枯草

E.羚羊角

10.以下哪项不是经络的生理作用？（ ）

A.联系脏腑

B.沟通内外

C.营养全身

D.抗御病邪

E.蓄积渗灌气血

11.望色十法中的“抟”是指（ ）。

A.浅淡

B.疏离

C.壅滞

D.暗浊

E.浮露

12.真武汤的组成药物中含有（ ）。

A.桂枝

B.芍药

C.干姜

D.桔梗

E.陈皮

13.依法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医生（ ）。



A.具备合法行医条件，可以从事医疗活动

B.可以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C.经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可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D.取得资格证书后，具备合法行医条件

E.考试合格后，可以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14.雷丸治疗绦虫病，其内服用法是（ ）。

A.久煎

B.后下

C.入丸、散剂

D.另煎兑服

E.熬膏

15.胃的募穴所属的经脉是（ ）。

A.手太阴肺经

B.足少阴肾经

C.足阳明胃经

D.足太阴脾经

E.任脉

16.羌活、独活都能祛风解表，胜湿止痛，其区别是（ ）。

A.独活为“风药中之燥剂”，羌活为“风药中之润剂”
B.羌活的解表力弱，独活的解表力强

C.羌活能够治疗阳明头痛，独活能够治疗少阳头痛

D.独活善于治疗半身以下的寒湿痹痛，羌活善于治疗半身以上的寒湿痹痛

E.羌活偏于利水消肿，独活善于祛风除湿

17.邪热内伏，反见四肢厥冷的病机是（ ）。

A.阳盛则阴病

B.阴盛则寒

C.阳虚则寒

D.阴损及阳

E.阳盛格阴

18.四逆汤的组成药物是（ ）。

A.柴胡、芍药、枳实、甘草

B.桂枝、附子、细辛、甘草

C.肉桂、附子、细辛、甘草

D.附子、干姜、甘草

E.附子、肉桂、干姜

19.久病畏寒主要见于（ ）。

A.风邪表证

B.寒邪表证



C.内湿证

D.里虚寒证

E.里虚热证

20.五行中具有“稼穑”特性的是（ ）。

A.木

B.火

C.土

D.金

E.水

21.祛风湿药的主要功效是（ ）。

A.祛除风湿，舒筋活络

B.祛除风湿，活血止痛

C.祛除风湿，强壮筋骨

D.祛除风湿，活血消肿

E.祛除风湿，解除痹痛

22.“中精之府”指的是（ ）。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23.闲证有寒闭与热闭分，寒闭、热闭皆可选用的药物是（ ）。

A.远志

B.冰片

C.细辛

D.麝香

E.石菖蒲

24.以下各项不是肝阳上亢证表现的是（ ）。

A.眩晕耳鸣

B.面红目赤

C.急躁易怒

D.口苦口干

E.失眠多梦

25.中医学整体观念的含义是（ ）。

A.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B.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完整性

C.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问的统一性

D.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完整性、统一性和联系性



E.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的整体联系性

26.循行于下肢内侧后缘的经脉是（ ）。

A.足少阳胆经

B.足少阴肾经

C.足厥阴肝经

D.足太阴脾经

E.足阳明胃经

27.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是（ ）。

A.正气被伤

B.正气不足

C.邪气内生

D.邪气亢盛

E.邪气损正

28.病室中有尸臭气是因（ ）。

A.患者失血

B.瘟疫发作

C.脏腑衰败

D.肾衰竭

E.消渴病重

29.口舌糜烂又见小便灼热涩痛的证候是（ ）。

A.心火亢盛证

B.膀胱湿热证

C.胃热炽盛证

D.肝火上炎证

E.肠道湿热证

30.贝母瓜蒌散的组成药物中不含（ ）。

A.天花粉

B.胆南星

C.茯苓

D.橘红

E.桔梗

31.既能镇惊安神，平肝潜阳，又能聪耳明目，纳气平喘的药物是

（ ）。

A.磁石

B.龙骨

C.牡蛎

D.朱砂

E.琥珀



32.川芎不宜治疗的头痛是（ ）。

A.风寒头痛

B.瘀血头痛

C.风湿头痛

D.血虚头痛

E.肝阳头痛

33.我国进行卫生立法活动的基础和依据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E.《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34.小蓟饮子的组成药物中不含（ ）。

A.当归、蒲黄

B.生地黄、滑石

C.藕节、木通

D.大黄、车前子

E.栀子、淡竹叶

3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

损害的重大（ ）。

A.医疗机构事故

B.社会治安事件

C.消防安全事件

D.领导责任事件

E.群体不明原因疾病的事件

36.麻黄汤的组成药物除麻黄外，其余是（ ）。

A.桂枝、杏仁、炙甘草

B.紫苏叶、白芷、生甘草

C.紫苏叶、杏仁、炙甘草

D.桂枝、紫苏叶、生甘草

E.桂枝、生姜、炙甘草

37.治疗热毒上炎致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目赤肿痛，宜选用的药物是

（ ）。

A.硼砂

B.炉甘石

C.白矾

D.雄黄

E.硫黄



38.不属于手少阴心经的腧穴是（ ）。

A.少冲

B.少泽

C.神门

D.少海

E.通里

39.用于治疗亡阳证，汗出清冷，四肢厥逆，脉微欲绝者宜用（ ）。

A.附子、肉桂

B.附子、干姜

C.附子、人参

D.附子、细辛

E.附子、吴茱萸

40.脉诊的“寻”法是指（ ）。

A.轻按寸口

B.重按寸口

C.用力不轻不重按寸口

D.三指同按寸口

E.一指按其寸口

41.乌梅丸具有的作用是（ ）。

A.敛肺止咳

B.敛阴止汗

C.涩精止遗

D.固脬缩尿

E.涩肠止泻

42.其性开泄，易袭阳位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湿邪

D.燥邪

E.火邪

43.阴偏衰的主要病机是（ ）。

A.阳气亢盛，阴气相对不足

B.阳热盛极，格阴于外

C.阳气亢盛，耗伤精血津液

D.人体阴气不足，功能虚性亢奋

E.阴液亏损，阳气化生亦不足

44.精气首见于下述的著作是（ ）。

A.《吕氏春秋》



B.《论衡》

C.《管子》

D.《淮南子》

E.《道德经》

45.下列选项属于阳的事物或现象是（ ）。

A.下降

B.静止

C.涩脉

D.洪脉

E.面色晦暗

46.苏子降气汤原方用法中注明加入何药同煎服（ ）。

A.芦根、紫苏叶、生姜

B.桔梗、生姜、大枣

C.紫苏叶、生姜、桔梗

D.紫苏叶、生姜、大枣

E.芦根、紫苏叶、桔梗

47.身大热，大汗出，大渴引饮，舌苔黄燥，脉洪，其证候是（ ）。

A.太阳中风证

B.阳明经证

C.阳明腑证

D.少阴热化证

E.厥阴病证

48.太阳蓄血证的小便特点是（ ）。

A.小便自利

B.小便不利

C.小便淋漓

D.小便自遗

E.小便浑浊

49.下列卫生法规范性文件中属于卫生法律的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

C.《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D.《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E.《麻醉药品管理办法》

50.内服能够清热泻火、除烦止渴，火煅外用能够敛疮生肌、收湿、止血的

药物是（ ）。

A.知母

B.栀子



C.石膏

D.芦根

E.淡竹叶

51.鸡内金入汤剂，其最佳用法是（ ）。

A.先煎

B.研末冲服

C.后下

D.包煎

E.另煎

52.善于治疗无脉症的腧穴是（ ）。

A.郄门

B.尺泽

C.列缺

D.太渊

E.少商

53.下列不属失神表现的是（ ）。

A.目无精彩

B.形赢色败

C.呼吸微弱

D.神志昏迷

E.壮热面赤

54.过度恐惧对气机的影响是（ ）。

A.气消

B.气结

C.气上

D.气下

E.气乱

55.“五脏六腑之大主”是（ ）。

A.心

B.肺

C.肝

D.脾

E.肾

56.位于肩胛骨冈下窝中央凹陷处，约当肩胛冈下缘与肩胛下角之间的 1/3

折点处的腧穴是（ ）。

A.肩贞

B.膈俞

C.天宗



D.臂膈

E.肩髑

57.中药的剂量，一般指的是（ ）。

A.成人一日量

B.成人一次量

C.小儿一日量

D.小儿一次量

E.一剂药的分量

58.以突发口眼斜、肢体麻木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证候是（ ）。

A.寒淫证

B.火热证

C.暑淫证

D.湿淫证

E.风淫证

59.依据《处方管理办法》，为门（急）诊癌症患者开具的麻醉药品注射剂

每张处方不得超过（ ）。

A.二日常用量

B.三日常用量

C.四日常用量

D.五日常用量

E.七日常用量

60.桂枝汤的组成药物除桂枝、生姜、大枣外，其余的药物是（ ）。

A.麻黄、杏仁

B.葱白、豆豉

C.芍药、甘草

D.荆芥、防风

E.饴糖、芍药

61.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的功效降低或丧失，这种配伍

关系是（ ）。

A.相反

B.相畏

C.相杀

D.相恶

E.相使

62.防己黄芪汤的组成药物中含有（ ）。

A.桂枝

B.芍药

C.干姜



D.桔梗

E.白术

63.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可增强原有疗效的配伍关系是

（ ）。

A.相须

B.相使

C.相畏

D.相杀

E.相恶

64.可治脏器下垂的药物是（ ）。

A.陈皮

B.枳实

C.木香

D.青皮

E.香附

65.在腹部，距前正中线 4 寸的经脉是（ ）。

A.足少阴肾经

B.足阳明胃经

C.足少阳胆经

D.足太阴脾经

E.手厥阴心包经

66.下列各项，不能驱杀绦虫的药物是（ ）。

A.槟榔

B.南瓜子

C.使君子

D.榧子

E.雷丸

67.大柴胡汤的功用是（ ）。

A.和解少阳，内泻热结

B.疏肝止痛，清热泻结

C.透解郁热，疏肝理脾

D.解肌疏表，清泻里实

E.疏肝解郁，健脾和营

68.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卫生行政部门对医师活动的监督

管理制度是（ ）。

A.医师资格考试制度

B.医师资格申请制度

C.医师资格评审制度



D.医师执业注册制度

E.毕业后转正制度

69.具有严格季节性的证候是（ ）。

A.风淫证

B.寒淫证

C.湿淫证

D.暑淫证

E.火热证

70.口苦，咽干，寒热往来，胸胁苦满，脉弦，其证候是（ ）。

A.太阳经证

B.太阳腑证

C.少阳病证

D.阳明经证

E.阳明腑证

71.精气概念的产生，源于（ ）。

A.阴阳说

B.水地说

C.五行说

D.元气说

E.云气说

72.《灵枢·经脉》说：“经脉十二者，伏行于”（ ）。

A.全身

B.分肉之间

C.四肢

D.躯干

E.头面

73.邪正盛衰决定着（ ）。

A.病证的寒热

B.病位的表里

C.气血的盛衰

D.病证的虚实

E.疾病的类型

74.在 28 脉中具有沉、实、大、弦、长特点的是（ ）。

A.革脉

B.紧脉

C.牢脉

D.芤脉

E.伏脉



75.脾气虚与寒湿困脾证的鉴别要点是（ ）。

A.食少纳呆

B.脘腹胀满

C.大便稀溏

D.面色发黄

E.舌淡脉弱

76.心气虚、心阳虚、心血虚、心阴虚四证的共同临床表现是（ ）。

A.心痛

B.心烦

C.失眠

D.健忘

E.心悸

77.下列各项，不属温热性能所表示的功效的是（ ）。

A.温里

B.清心

C.补火

D.温经

E.回阳

78.治疗胃肠实热积滞的高热、神昏谵语宜选用的药物是（ ）。

A.甘遂

B.火麻仁

C.大戟

D.牵牛子

E.大黄

79.四气是如何总结得出的？（ ）

A.是从人体的感觉总结出来的

B.是从机体的反应总结出来的

C.是从疾病的性质总结出来的

D.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概括出来的.

E.是从药物药用部位、质地轻重等推导出来的

80.外用治疥癣，湿疹，阴疽疮疡，内服治阳痿，虚喘冷哮，虚寒便秘的药

物是（ ）。

A.雄黄

B.土鳖虫

C.马钱子

D.硫黄

E.白芍

81.药性微温，善降肺胃之气而消痰止咳的药物是（ ）。



A.半夏

B.旋覆花

C.陈皮

D.砂仁

E.枳实

82.既能凉血止血，又能散瘀解毒消痈的药物是（ ）。

A.白茅根

B.板蓝根

C.大蓟

D.蒲公英

E.贯众

83.苏合香丸的组成药物中不合（ ）。

A.白术

B.诃子

C.犀角

D.朱砂

E.甘草

84.易黄汤的功用是（ ）。

A.清热祛湿，收涩止带

B.固肾止带，清热祛湿

C.疏肝健脾，化湿止带

D.补气健脾，化湿止带

E.健脾益肾，收涩止带

85.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八法”内容的是（ ）。

A.汗法、吐法

B.下法、清法

C.宣法、通法

D.清法、补法

E.和法、温法

86.葛花解酲汤的功用是（ ）。

A.健脾和胃，消食止泻

B.消导化积，清热利湿

C.消痞除满，健脾和胃

D.行气导滞，攻积泄热

E.分消酒湿，理气健脾

87.由黄连、半夏、瓜蒌实组成的方剂是（ ）。

A.半夏泻心汤

B.大陷胸汤



C.滚痰丸

D.小陷胸汤

E.清气化痰丸

88.保和丸与健脾丸的组成药物中均含有（ ）。

A.木香、砂仁

B.山楂、神曲

C.半夏、茯苓

D.陈皮、连翘

E.人参、白术

89.某女，18 岁。经期下腹部疼痛剧烈，经色紫黑，有血块，经前伴乳房胀

痛，舌有瘀斑，脉细弦。治疗宜选取（ ）。

A.三阴交、中极、次髎、太冲

B.三阴交、归来、次髎、地机

C.三阴交、中极、次髎、内关

D.三阴交、气海、太溪、肝俞

E.三阴交、气海、脾俞、胃俞

90.治疗胃脘疼痛，或隐痛或胀痛或刺痛，针灸取穴是（ ）。

A.胃俞、脾俞、太冲

B.期门、阳陵泉、中脘

C.三阴交、膈俞、中脘

D.合谷、太冲、中脘

E.足三里、内关、中脘

91.男性，50 岁。腰痛 2 年，疼痛主要在腰脊两侧，本病之病位在

（ ）。

A.足少阴肾经

B.足厥阴肝经

C.足少阳胆经

D.足太阳膀胱经

E.督脉

92.某女，56 岁。双膝关节疼痛 3 天，痛处固定，痛势较剧，遇寒痛增，苔

薄白，脉弦紧。在阿是穴、膝眼、阳陵泉、梁丘基础上，应对证加取

（ ）。

A.大椎、曲池

B.膈俞、血海

C.肾俞、关元

D.膝阳关、太溪

E.阴陵泉、足三里

93.治疗胁肋部皮肤灼热疼痛，呈带状排列，出现簇集粟粒大小丘状疱疹，



若选用针灸治疗，其刺灸方法应采用（ ）。

A.隔蒜灸

B.隔姜灸

C.毫针补法

D.毫针泻法

E.毫针平补平泻法

94.女性，53 岁。2 小时前突然发现右半身麻木，言语不利。现神志清，头

晕目眩，苔白腻，脉弦滑。其诊断是（ ）。

A.中经络、风痰阻络证

B.中经络、肝阳暴亢证

C.中经络、阴虚风动证

D.中脏腑、气虚血瘀证

E.中脏腑、阴虚风动证

95.某女，63 岁。肩部酸痛、活动受限 1 年，常因劳累而加重，现上举、外

展均受限，肩部喜温喜按，伴头晕乏力，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针灸治

疗本病，除肩部穴位外，还应选取（ ）。

A.合谷、风池

B.内关、膈俞

C.太冲、行间

D.曲池、血海

E.足三里、气海

96.某女，28 岁。产后泌乳量少质稀，乳房柔软无胀感，面色苍白，神疲乏

力，舌淡，苔薄白，脉细。除乳根、膻中、少泽外，应加取（ ）。

A.太冲、内关

B.足三里、脾俞

C.肝俞、膈俞

D.中脘、天枢

E.期门、太冲

97.男性，经常寐而易醒，伴心悸健忘，面色无华，易汗出，纳差倦怠，舌

淡，脉细弱。针灸治疗除照海、申脉、神门、印堂、四神聪、安眠外，应加

取（ ）。

A.行问、侠溪、肝俞

B.心俞、脾俞、足三里

C.丘墟、心俞、内关

D.太溪、心俞、肾俞

E.公孙、内关、足三里

98.某男，75 岁。咽喉微感疼痛，色暗红，入夜尤甚。针灸治疗应选取

（ ）。



A.尺泽、合谷、少商

B.关冲、合谷、少商

C.关冲、厉兑、鱼际

D.太溪、照海、鱼际

E.太溪、曲池、鱼际

B1 型选择题

（99-1~99-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阳中之阴

B.阳中之阳

C.阴中之阴

D.阴中之阳

E.阴中之至阴

99-1.下午被称为（ ）。

100-2.后半夜被称为（ ）。

（101-1~101-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101-1.“先天之本”指的脏是（ ）。

102-2.“后天之本”指的脏是（ ）。

（103-1~103-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胆

B.胃

C.小肠

D.三焦

E.膀胱

103-1.“水谷之海”指的是（ ）。

104-2.“州都之官”指的是（ ）。

（105-1~105-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血分

B.水分

C.痰饮

D.寒凝

E.气分

105-1.腹部肿块推之不移，痛有定处者病属（ ）。



106-2.腹部肿块推之可移，痛无定处者病属（ ）。

（107-1~107-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天南星配生姜

B.甘草配甘遂

C.石膏配牛膝

D.丁香配郁金

E.藜芦配白芍

107-1.属于相畏配伍的是（ ）。

108-2.属于相使配伍的是（ ）。

（109-1~109-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大戟

B.瓜蒌

C.细辛

D.五灵脂

E.丁香

109-1.十九畏中，与郁金相畏的药物是（ ）。

110-2.十九畏中，与人参相畏的药物是（ ）。

（111-1~111-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透邪解郁，疏肝理气

B.疏肝解郁，养血健脾

C.补脾柔肝，祛湿止泻

D.和解少阳，内泻结热

E.疏肝解郁，行气止痛

111-1.逍遥散的功用是（ ）。

112-2.四逆散的功用是（ ）。

（113-1~113-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芒硝、桃仁

B.枳实、芒硝

C.芍药、杏仁

D.大黄、桃仁

E.芒硝、杏仁

113-1.大承气汤的组成药物中含有（ ）。

114-2.麻子仁丸的组成药物中含有（ ）。

（115-1~115-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手少阳三焦经

B.手阳明大肠经

C.手太阳小肠经

D.足太阳膀胱经



E.足少阳胆经

115-1.起于大指次指之端的经脉是（ ）。

116-2.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的经脉是（ ）。

（117-1~117-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手小指端

B.环指端

C.足小趾端

D.足大趾内端

E.足大趾外端

117-1.足少阳胆经与足厥阴肝经的交接部位是（ ）。

118-2.足阳明胃经与足太阴脾经的交接部位是（ ）。

（119-1~119-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少海

B.神门

C.通里

D.列缺

E.阴郄

119-1.腕横纹上 0.5 寸，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缘的腧穴是（ ）。

120-2.腕横纹上 1 寸，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缘的腧穴是（ ）。

（121-1~121-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行政行为

B.行政复议

C.行政责任

D.违法行为

E.犯罪行为

121-1.卫生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给予的强制措施是（ ）。

122-2.当事人对国家行政机关给予的行政制裁不服可以提出（ ）。

（123-1~123-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清暑通络

B.清暑化湿

C.解暑除烦

D.清暑利湿

E.祛暑清热

123-1.六一散的功用是（ ）。

124-2.清络饮的功用是（ ）。

（125-1~125-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肝、脾、肾病

B.回阳、固脱、强壮作用



C.后头、肩胛病，神志病

D.中风、昏迷、热病、头面病

E.前头、口齿、咽喉病，胃肠病

125-1.任脉的主治特点是（ ）。

126-2.督脉的主治特点是（ ）。

（127-1~127-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四逆汤

B.阳和汤

C.温脾汤

D.大建中汤

E.小建中汤

127-1.组成中含有麻黄的方剂是（ ）。

128-2.组成中含有蜀椒的方剂是（ ）。

（129-1~129-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寒邪凝滞

B.阴虚火旺

C.营血亏虚

D.肾精不足

E.痰浊阻滞

129-1.月经过多的原因可以是（ ）。

130-2.崩漏的原因可以是（ ）。

（131-1~131-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用附予、干姜治疗腹中冷痛、脉沉无力

B.用猪苓、茯苓治疗水肿、小便不利

C.用黄芩、板蓝根治疗发热口渴、咽痛

D.用山茱萸、五味子治疗虚汗、遗精

E.用麻黄、薄荷治疗表证

131-1.属于“疗寒以热药”治疗原则的是（ ）。

132-2.属于“疗热以寒药”治疗原则的是（ ）。

（133-1~133-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人气始生，病气衰

B.人气长，长则胜邪

C.人气始衰，邪气始生

D.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

E.人气抗邪，卫外为固

133-1.《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夕加”，是因为

（ ）。

134-2.《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夜甚”，是因为



（ ）。

（135-1~135-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大戟

B.瓜蒌

C.细辛

D.五灵脂

E.朴硝

135-1.与乌头相反的药物是（ ）。

136-2.与藜芦相反的药物是（ ）。

（137-1~137-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胸痛颧赤盗汗

B.胸胁胀痛

C.左胸憋闷疼痛

D.胸痛咳喘咳痰

E.胸痛咳脓血痰

137-1.胸痹的诊断依据是（ ）。

138-2.肝郁气滞的诊断依据是（ ）。

（139-1~139-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阳气不足

B.营血亏虚

C.阳气暴脱

D.中寒腹痛

E.虚阳上越

139-1.面色淡白无华是因为（ ）。

140-2. 面 色 [f6deafe448dbc9e6a0dee19ccb1c1b1a.jpeg] 白 是 因 为

（ ）。

（141-1~141-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头面部

B.胸部

C.心中

D.腹中

E.手足末端

141-1.同名的阳经与阳经的交接部位是（ ）。

142-2.相互衔接的阴经与阴经的交接部位是（ ）。

（143-1~143-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贝壳、甲壳、化石及多种矿物药

B.芳香性药物

C.某些粉末状药物及细小的植物种子药物



D.较贵重的药物

E.胶质的药物

143-1.入汤剂宜后下的药物是（ ）。

144-2.入汤剂宜另行烊化的药物是（ ）。

（145-1~145-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石膏与知母配伍

B.黄芪与茯苓配伍

C.半夏与生姜配伍

D.人参与莱菔子配伍

E.甘草与海藻配伍

145-1.属于相使的是（ ）。

146-2.属于相反的是（ ）。

（147-1~147-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药品使用的专属性

B.需要用药的限时性

C.用药后果的两重性

D.质量控制的严格性

E.药品生产过程的时间性

147-1.加强药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体现的是药品特殊性的（ ）。

148-2.人们在需要用药时，时间就是生命，它体现了药品特殊性中的

（ ）。

（149-1~149-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青蒿鳖甲汤

B.茵陈蒿汤

C.半夏泻心汤

D.四逆散

E.蒿芩清胆汤

149-1.清胆利湿、和胃化痰的方剂是（ ）。

150-2.寒热平调、消痞散结的方剂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