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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4_B8_AD_E5_c22_14536.htm 一、A1型题(单句型最

佳选择题) 答题说明：每一道试题下有A、B、C、D、E五个

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

题号的字母涂黑，以示正确答案。 1.中医学基本特点的确切

表达是： A.辨症论治；B.辨症施治；C.异病同治；D.防重于

治；E.辨证论治。 2.除哪项外均为《内经》论病情昼夜变化

的原文： A.旦慧；B.午平；C.昼安；D.夕加；E.夜甚。 3.“证

”的基本含义是： A.疾病过程的症状总和；B.疾病过程的体

征总和；C.疾病过程的病理概括；D.疾病过程的病因病性

；E.以上均非。 4.“动极镇之以静”，主要说明的阴阳关系

是： A.阴阳相互转化；B.阴阳互根互用；C.阴阳相互消长

；D.阴阳对立制约；E.以上均非。 5.“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是指： A.阳病治阴；B.阴病治阳；C.阴病治阴；D.阳病治

阳；E.阴中求阳 6.五行中“土”的特性是： A.炎上；B.润下

；C.稼穑；D.曲直；E.从革。 7.五行学说认为病情较深重的脏

病传变是： A.肺病及肾；B.肾病及肺；C.肺病及肝；D.肝病

及脾；E.脾病及肺。 8.肝在体合： A.筋；B.脉；C.皮；D.肉

；E.骨 9.积于胸中之气是： A.元气；B.宗气；C.营气；D.卫气

；E.谷气。 10.遗精、滑精和早泄等与气的哪项功能减退有关

： A.推动作用；B.温煦作用；C.防御作用；D.固摄作用；E.气

化作用。 11.“吐下之余定无完气”的理论依据为： A.气能生

津；B.气能行津；C.气能化津；D.气能摄津；E.津能载气。

12.经络系统的组成是： A.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经筋、皮部



；B.经脉、络脉、经筋、皮部；C.经脉.别络、经筋、皮部

；D.正经、奇经、经别、皮部。 13.手三阴经的走向为： A.胸

走手；B.手走头；C.头走足；D.足走腹；E.腹走头。 14.腹部

经脉由内而外排列的顺序为： A.足厥阴、足少阴、足阳明、

足太阳；B.足少阴、足阳明、足太阳、足太阴；C.足阳明、

足少阴、足太阳、足厥阴；D.足太阴、足阳明、足太阴、足

厥阴；E.足少阴、足阳明、足太阴、足厥阴。 15.湿邪致病，

缠绵难愈是因为： A.湿为阴邪，易阻遏气机；B.湿为阴邪，

伤人阳气；C.湿性重浊，不易祛除；D.湿性粘滞，不易祛除

；E.湿性趋下，为病缠绵。 16.瘀血的病症特点，哪种说法不

够准确： A.刺痛；B.胀痛；C.出血；D.瘀块；E.痞块。 17.“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意义是： A.邪气是发病的重要条件

；B.邪气伤人，正气必然受损；C.正气充足，与邪抗争，祛

邪外出；D.正气旺盛，邪气难以入侵；E.以上都不是。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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