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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中医学概论 

 

2024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B 卷 

******************************************************************************************** 

招生专业与代码：中西医结合基础（100601）、中西医结合临床（100602） 

 

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中医学概论（科目代码 726） 

考生注意：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卷）上，写在本试题上一律不给分。  

一、名词解释题（共 12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60 分） 

1. 五行相侮 

2. 宗气 

3. 奇经八脉 

4. 热者寒之 

5. 一指三部诊法  

6. 微热 

7. 荣枯舌 

8. 少阴热化证 

9. 眩晕 

10. 胁痛 

11. 鼓胀 

12. 心悸 

 

二、单项选择题（在 4 个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最适合的答案，每题 2 分，共 90

分） 

1. 阴阳属性的征兆是（    ） 

A.动静   B.水火   C.上下   D.寒热 

 

2.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从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其所指内容是（    ） 

A.木疏土   B.木克土   C.木乘土   D.木侮土  

   

3. 心在志为(    ) 

  A.喜    B.悲    C.思    D.恐   

 

4. 六淫邪气中,具有伤津而不耗气致病特征的是（    ） 

  A.风邪   B.火邪   C.暑邪   D.燥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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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气不摄津的范畴（    ） 

A.多汗   B.多尿   C.遗尿   D.遗精 

 

6. 与手太阴肺经的起点相接的是（    ） 

A．手阳明大肠经  B．手少阴心经  C．手太阳小肠经   D．足厥阴肝经  

 

7. 平素畏热喜凉、好动易躁,易感暑热邪气的体质类型属于（    ） 

  A.偏阴质   B.偏阳质   C.痰湿质   D.气虚质 

 

8. 导致“气消”的情志因素是（    ） 

  A.喜    B.恐    C.悲    D.惊     

 

9. “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属于以下何种治法（   ） 

  A.阴病治阳    B.阳病治阴    C.阴中求阳    D.阳中求阴   

 

10. 下列哪一项属肺的生理特性（    ） 

  A.通调水道    B.肺为娇脏   C.主一身之气    D.朝百脉 

    

11. “大实有羸状”的病机是（    ） 

  A.实中夹虚    B.虚中夹实    C.真虚假实   D.真实假虚 

 

12. 下列标本关系中,错误的是（    ） 

  A.正气为本,邪气为标     B.病因为本,症状为标      

C.先病为本,后病为标     D.继发病为本,原发病为标   

     

13. 外感病过程中,热盛伤津耗气,病机属（    ） 

  A.真实假虚    B.由实转虚    C.虚中夹实    D.实中夹虚 

 

14. 被称为“十二经脉之海”的是（    ） 

A.督脉    B.任脉  C.冲脉     D.带脉  

 

15. 《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五七”在生理上的表现是（    ） 

A.三阳脉衰于上,发始白    B.阳气衰竭于上,面焦       

C.肾气衰,发堕齿槁        D.阳明脉衰,面始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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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喘证的临床表现应除外哪一项（    ）  

A. 呼吸困难   B.张口抬肩、难以平卧   C.喉中痰鸣   D.鼻翼煽动  

 

17. 嗳气随着情绪紧张，焦虑，压力增大而出现，随着情绪舒缓而缓解，这是属于

（    ）  

A.饮食积滞  B.肝气犯胃   C.胃气亏虚  D.寒邪犯胃  

 

18. 病人谵语时，可表现为（     ）  

A.语无伦次，神识不清     B.语言重复，声低断续  

C.语言错乱，错后自知     D.自言自语，见人则止  

 

19. 腹部肿块，推之不移，痛有定处者为（     ）  

A.瘕聚      B.癥积      C.食积     D.鼓胀  

 

20. 弦细脉主病为（    ）  

A.肝血虚    B.阴虚有热    C.火旺盛     D.寒滞肝脉  

 

21. 四季平脉应是（     ）    

A.春弦、夏毛、秋钩、冬石      B.春钩、夏弦、秋毛、冬石  

C.春弦、夏钩、秋毛、冬石      D.春弦、夏石、秋钩、冬毛  

 

22. 舌红瘦，少苔或无苔，通常见于（     ）  

A.阴虚火旺   B.气血两虚   C.湿热     D. 阳虚  

 

23. 子宫脱垂主要病机为？（      ）  

A.脾虚，中气下陷     B.气血亏虚    C.肺气不足     D.肾气亏虚  

 

24. 口酸多因（     ）  

A.燥热伤津    B.肝胃不和    C.脾胃气虚    D.脾胃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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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嗜睡的总病机为阳虚、阴盛。其中阴盛主要是指（    ）  

A.痰湿困脾    B.心肾阳虚    C.中（脾）气不足    D.寒邪困阻  

 

26. 口干，但欲漱水不欲咽，可见于（    ）  

A.湿热证     B.瘀血积滞     C.痰饮内停     D.里寒证  

 

27. 下列哪项不是血瘀证的疼痛特点？（       ）  

A.夜间痛甚     B.闷痛挛痛     C.拒按有块     D.痛处固定  

 

28. 下列哪项不是亡阳与亡阴的区别点？（   ）  

A.病之新久或缓急       B.汗质热稠或稀冷 

C.四肢温和或厥冷       D.舌质红干或白润  

 

29. 诊断肝胃不和应排除下列哪项？（    ）  

A.呃逆嗳气     B.胸胁胀痛     C.胃脘胀痛     D.大便稀溏  

  

30. 咳喘，伴胸闷心悸，咯痰清稀，面白神疲，乏力，舌淡紫，宜诊断为（   ）  

A.心肺气虚证   B.饮停胸胁证    C.寒痰阻肺证   D.心脉瘀阻证  

 

31. 风燥伤肺咳嗽的首选方为（    ） 

A 止嗽散  B 桑菊饮  C 桑杏汤  D 杏苏散 

 

32. 肺痨之虚火灼肺证治法宜选（     ） 

A.滋阴补阳法   B.益气养阴法   C.滋阴降火法   D.滋阴润肺法 

 

33．眩晕的发生，与下列哪些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   ） 

A.心肝脾   B.肺脾肾   C.心肝肾   D.肝脾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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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某女，65 岁，患脑梗死 8 年，症见左侧不遂，肢体僵硬，肌肉萎缩，手指拘挛

变形，舌强语言不利，舌红脉沉细。辨证应为（     ）  

A.中风之风痰瘀阻证              B.中风之气虚络瘀证    

C.中风之肝肾亏虚证              D.中风之风痰入络证 

 

35．因胃阴不足引起呃逆的主要表现是（     ） 

A．呃声短促而不得续            

B．呃声低弱无力，气不得续   

C．呃逆连声，常因情志不畅而诱发或加重   

D．呃声洪亮有力，冲逆而出，口臭烦渴 

 

36. 患者女，45 岁，痢下赤白脓血，脐腹灼痛，饮食减少，口烦口干，舌质红绛少

苔，脉细数者，治疗宜选（    ）  

A.驻车丸   B.连理汤   C.香连丸   D.芍药汤 

 

37. 患者，女，37 岁。腰部困重疼痛半月，每于阴天时加重，伴有头重如裹，脘腹

不舒，口中粘腻，大便不爽，舌红，苔黄腻，脉濡数。当属于下列哪一证型（    ）  

A.肾虚腰痛   B.湿热腰痛    C.瘀血腰痛   D.寒湿腰痛 

 

38. 汗证，阴虚火旺证的最佳选方是（    ）  

A.百合固金汤   B.知柏地黄丸   C.天王补心丹   D.当归六黄汤 

 

39. 将止血、消瘀、宁血、补血确立为通治血证之大纲的医籍是（    ） 

A.《景岳全书》   B. 《血证论》   C.《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D.《丹溪心法》 

 

40. 患者男，42 岁，身发疮痍，甚者溃烂已半年，久治不效。近 1 周眼睑突然浮肿，

延及全身，伴见恶风发热，小便不利，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治疗宜选（    ） 

A.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B.越婢加术汤    

C.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合五味消毒饮   D.五苓散合五味消毒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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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男，50 岁。一月前因劳累过度，出现形体倦怠，头晕泛恶，纳食不佳，厌食油

腻，过一周后两目黄染，随后皮肤亦黄，黄色尚鲜明，伴胁痛，脘胀，头重如裹，

小便短黄，大便稀溏；舌苔黄腻，脉濡缓。此时诊断为（    ） 

A.湿热蕴蒸，热重于湿之黄疸   B.湿热蕴蒸，湿重于热之黄疸   

C.寒湿阻遏型黄疸             D.热毒炽盛型黄疸 

 

42. 治疗阳虚便秘的主方是（    ） 

A.黄芪汤   B.增液汤   C.济川煎    D.润肠丸 

 

43. 患者，女，72 岁。既往有“高血压病”病史 20 余年。近 2 月来，患者怔忡不

安，胸闷不舒，气短乏力，动则加重，畏寒怕冷，舌淡，苔薄白，脉沉细。其证候

类型是（    ） 

A.心血不足   B.心气亏虚   C.心阳不振  D.水饮凌心 

 

44. 患者，男，40 岁。头痛而胀，甚则头胀如裂，发热或恶风，面红目赤，口渴喜

饮，便秘尿赤，舌尖红，苔薄黄，脉浮数。治疗选方（    ） 

A. 芎芷石膏汤   B.羌活胜湿汤   C. 川芎茶调散   D.半夏白术天麻汤 

 

45. 患者，女，56 岁。关节疼痛，局部灼热红肿，痛不可触，得冷则舒，发热，汗

出，口渴，烦躁，溲赤，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其治疗应首选（    ） 

A.薏苡仁汤   B.白虎加桂枝汤   C.乌头汤    D.防风汤 

 

三、填空题（每题 1 分，共 30 分） 

1. 五脏的共同生理功能是(            )。 

2. 脾的生理功能包括脾主运化和(            )。 

3. 预防包括未病先防和(            )。 

4. 孤府是指(          )。 

5. 金元四大家中,倡导攻邪论的是(         )。 

6. 元气由（       ）化生。 

7. 胃的生理特性是（        ）和喜润恶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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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肝主藏血是指肝具有贮藏血液、调节血量和（        ）的功能。 

9. 血为气之母包括两方面的含义：血能养气和（        ）。 

10. 肺开窍于（          ）。 

11. 创立“六经”辨证理论的医家是（                    ） 

12. 水肿的发生主要与（                ）等脏腑有关。 

13. 囟门是观察小儿发育与营养状况的主要部位之一，后囟约于出生后

（               ）闭合。 

14. 以三焦来划分，肝肾在舌分属部位是（             ）  

15. 金破不鸣表现及病机多为（                               ）。 

16. 手足背热甚于手足心者为（                     ）。 

17. 察舌的神气，尤以舌色（                  ）为辨别要点。 

18. 按气海穴有明显压痛，为（              ）脏有病的反应。 

19. 浮肿先见于足胫、下肢，逐渐发展至全身，腰以下为甚，按之凹陷不起为

（             ）。 

20. （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舌诊专著。 

21. 不寐之心脾两虚治法为补益心脾，养血安神，选方宜（        ）。 

22. 治燥当以（          ）为原则。 

23. 人体是以（          ）为中心的有密切联系的整体。 

24. 喘证应首辨（        ）。 

25. 癃闭的基本病机为肾与（           ）功能失调。 

26. 郁证气郁化火证治宜选方（         ）。 

27. 水肿的治疗，《黄帝内经》提出“开鬼门”一法，是属于八法中的（      ）。 

28. 痹证的治疗以祛邪通络、（           ）为基本原则。 

29. 治疗寒湿腰痛的代表方剂为（           ）。 

30.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云：“病痰饮者，（           ）”。 

 

 

四、论述题（共 8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120 分） 

1. 调整阴阳的治则有哪些?各适用于什么病证? 

2. 试述肾精、肾气、肾阴、肾阳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3. 何为反治法？在临床上有哪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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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谓“脉象要素”？ 请列出四种紧张度较高的脉象并指出其脉象特征及临床意

义。 

5. 什么是咯血？哪些证型可引起咯血，临床如何鉴别？ 

6. 简述哮病与喘证有何联系与区别？ 

7. 简述狭义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的临床特征。 

8. 病案分析：刘某，男，69 岁。 10 年前因受凉后咳嗽。此后每因起居不慎，愈而

复发，或迁延不愈，表现为喉痒咯痰不畅，尤以秋冬季为甚，且有逐年加重之势。

近半月咳嗽更为频繁，吐痰量多，痰白粘稠，并感胸闷气粗，饮食减少，形体日渐

消瘦，体力日渐减退，大便溏泄，舌苔白腻，脉濡滑。要求：写出疾病诊断、证候

诊断与分析、治法、代表方名、药物与用量、煎服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