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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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基础（100502）、方剂学（100504）、中医诊断学（100505）、中

医内科学（100506）、中医骨伤科学（100508）、中医妇科学（100509）、针灸推拿学（100512）
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中医基础综合（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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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从 A、B、C、D 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并将其

答案代码写在答题纸上，每小题 1．5分，共 40 题，计 60 分）

1、“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反映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是：（ ）

A．阴阳的对立制约 B．阴阳的互根互用

C．阴阳的消长平衡 D．阴阳的相互转化

2、下列属于“虚则补其母”治疗方法的是：（ ）

A．滋水涵木法 B．培土制水法 C．抑木扶土法 D．泻南补北法

3、在体合脉筋、其华在爪的脏腑是：（ ）

A．肺 B．肝 C．脾 D．肾

4、肾在志为：（ ）

A．喜 B．怒 C．恐 D．忧

5、具有“受盛、化物和泌别清浊”功能的六腑是：（ ）

A．小肠 B．胆 C．膀胱 D．胃

6、聚于胸中，贯注于心肺之脉的是：（ ）

A．元气 B．宗气 C．营气 D．卫气

7、因阳盛于内，格阴于外，出现四肢厥冷，脉沉，同时见壮热心烦，口渴喜冷饮，

小便短赤等，须用寒凉药物治疗，体现的治则是：（ ）

A．热因热用 B．寒因寒用 C．塞因塞用 D．通因通用

8、面色为青色，临床上不主：（ ）

A．血瘀 B．肝病 C．热证 D．痛证

9、呕吐黄绿苦水，多属：（ ）

A．伤食 B．胃阳不足 C．肝胆湿热 D．痰饮内停



10、齿痕舌临床上不主：（ ）

A．健康人 B．脾虚 C．水湿内盛 D．高热伤津

11、气逆证临床多见：（ ）

A．肺气、胃气、脾气 B．肺气、胃气、肝气

C．肾气、胃气、肝气 D．肺气、心气、肝气

12、胆怯易惊，惊悸不宁，烦躁不安，失眠多梦，眩晕耳鸣，胸胁胀闷，善太息，

口苦，恶心欲呕，舌红苔黄腻，脉弦数或滑数，最宜诊断为：（ ）

A．胆郁痰扰证 B．肝胆湿热证 C．肝火炽盛证 D．湿热蕴脾证

13、心烦失眠，惊悸多梦，头晕耳鸣，健忘，腰膝酸软，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口

干咽燥，或男子遗精，女子梦交，舌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最宜诊断为：（ ）

A．心肾不交证 B．心脾两虚证 C．肝郁脾虚证 D．胆郁痰扰证

14、腹满欲吐，食不下，自利，口不渴，时腹自痛，舌淡苔白滑，脉沉缓而弱，此

属：（ ）

A．太阳证 B．少阳证 C．太阴证 D．少阴证

15、具有敛肺止咳作用的药物大多是何种药味（ ）

A.辛 B.甘 C.苦 D.酸

16、既能疏散风热，又能熄风止痉的药物是（ ）

A.薄荷 B.蝉蜕 C.桑叶 D.菊花

17、既能活血通经，又为妇科经产之要药的是（ ）

A.当归 B.川芎 C.香附 D.益母草

18、素体表虚，复因外感，恶风汗出，发热脉浮缓，当首选的药物是（ ）

A.薄荷 B.荆芥 C.香薷 D.桂枝

19、入汤剂的用法，要求后下的药物是（ ）

A.酸枣仁 B.柏子仁 C.砂仁 D.郁李仁

20、醋制甘遂的目的是（ ）

A.增强止痛功能 B.引经入药 C.便于储存 D.减低毒性

21.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古代方书是（ ）

A.《五十二病方》 B.《千金方》 C.《成方切用》 D.《黄帝内经》



22、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佐药”功用范畴的是（ ）

A.配合君、臣药加强治疗作用 B.消除或减弱君、臣药的毒性

C.针对主病起主要治疗作用 D.制约君、臣药的峻烈之性

23、与汗法无关的方剂类别是（ ）

A.表里双解剂 B.治风剂 C.祛湿剂 D.消食剂

24、开窍剂一般适用于（ ）

A.表邪未解，里热炽甚的神昏 B.阳明腑实的神昏谵语

C.汗出肤冷，气微遗尿的神昏 D.邪气壅盛，内闭心包的神昏

25、理中丸除温中散寒外，还具有的功用是（ ）

A.和中缓急 B.降逆止呕 C.降逆止痛 D.补气健脾

26、五积散与防风通圣散二方中含有的相同药物是（ ）

A.麻黄、防风、白芷 B.荆芥、桔梗、枳壳

C.白术、厚朴、甘草 D.当归、川芎、芍药

27、不具有表里双解功用的方剂是（ ）

A.小青龙汤 B.五积散 C.九味羌活汤 D.青蒿鳖甲汤

28、《针经》指以下哪本专著？（ ）

A．《黄帝内经》 B．《灵枢》 C．《针灸大成》 D．《针灸甲乙经》

29、陈某，眩晕，视物旋转，头重昏蒙，恶心呕吐痰涎，食少多寐、舌苔白腻，脉

濡滑。代表方是（ ）

A．清胃散 B．平胃散 C．保和丸 D．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

30、金元四大家是指以下哪四大名医（ ）

A. 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 B．刘完素、吴鞠通、李东垣、朱丹溪

C．吴又可、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 D．叶天士、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

31、以下哪本书执简驭繁，首次将咳嗽分为外感、内伤两大类（ ）

A．《素问·咳论》） B．《诸病源候论·咳嗽》

C．《景岳全书·咳嗽》 D．《医门法律》

32、风热犯肺咳嗽的主方是（ ）

A．桑杏汤 B．参苏饮 C．桑菊饮 D．银翘散



33、治疗风寒湿痹的代表方是（ ）

A．薏苡仁汤 B．宣痹汤 C．独活寄生汤 D．双合汤

34、“一源三岐”指的是（ ）三条经脉

A.任脉、督脉、肾经 B.任脉、督脉、冲脉

C.任脉、督脉、带脉 D.冲脉、带脉、任脉

35、使用下肢公孙穴治疗脾胃疾病，这是因为穴位具有（ ）

A.近治作用 B.远治作用 C.双向调节作用 D.全身调节作用

36、以下除（ ）外，其余穴位均是井穴。

A.中冲 B.少商 C.商丘 D.商阳

37、被称为“治痰要穴”，可以治疗咳嗽、痰多等痰饮证的是（ ）

A. 公孙 B.三阴交 C.少商 D.丰隆

38、以下用于治疗小儿疳积的经外奇穴是（ ）

A.八风 B.八邪 C.四缝 D.四神聪

39、下列各项除（ ）之外，都是拔罐法的治疗作用。

A．开泄腠理 B．消肿止痛 C．行气活血 D．补益气血

40、提捏进针法可用于（ ）

A.百会 B.头维 C.印堂 D.睛明

二、是非判断题（正确的打钩（√），错误的打叉（×），并请将其题

目编号与√、×符号写在答题纸上。每小题 1．5 分，共 20 题，计 30

分）

1、“阳胜则热”是指因阳气旺盛所致疾病的性质而言；“阳胜则阴病”，是指阳胜的

病变必然损伤人体的阴液。（ ）

2、“若雾露之溉”体现的是中焦的生理功能。（ ）

3、既属于六腑之一、又属于奇恒之腑的是胆。（ ）

4、足三阳经在上肢外侧的分布是：阳明经在前，少阳经在中，太阳经在后。（ ）

5、胖大舌多主水湿内停；瘦薄舌多主气血两虚。（ ）

6、洪脉多主邪热亢盛，亦可见健康人。（ ）



7、肺阴虚证和燥邪犯肺证均可见到“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不易咯出，甚或痰

中带血”的临床症状。（ ）

8、相须、相使、相畏配伍均可提升药效。（ ）

9、柴胡与升麻均具有升举阳气的功效。（ ）

10、海金沙入汤剂应该包煎。（ ）

11、具有“温化痰饮”功用的方剂是苓桂术甘汤。（ ）

12、归脾汤的君药是人参。（ ）

13、麦门冬汤主治证候的病机主要涉及的脏腑是脾胃。（ ）

14、十枣汤先煎大戟、芫花，再入大枣，甘遂另研散送服。（ ）

15、《伤寒论》以六经论伤寒，《金匮要略》以脏腑论杂病。（ ）

16、中医内科学研究范围广泛，传统将其研究的疾病分为外感、内伤、温病三大类。

（ ）

17、朱丹溪独倡“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

18、骨度分寸法中，腕横纹至肘横纹是 9寸。 （ ）

19、针刺起源于砭石，最早的针刺工具是砭石。（ ）

20、“头项寻列缺”是根据经络学说、循经取穴的体现。（ ）

三、填空题（请将题目编号及答案写在答题纸上。每空 1 分，共 20 空，

20 分）

1、心在志为 、在液为 。

2、绛舌临床主 、 。

3、细脉临床主 、 。

4、发热，恶寒，少腹满，小便不利，口渴欲饮，水入则吐，脉浮或浮数，最宜诊

断为 。

5、辛味药物的特点是 、 。

6、苍术的功效 、 。

7、出自《伤寒论》，和解少阳的代表方剂是 。

8、肾气丸和地黄饮子两方中均含有的药物是 、 。

9、胸痹的主要病机为 ，关于其治疗，《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

病脉证治》说：“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 主之。”



10、督脉的起止穴分别是 ， 。

11、根据八会穴理论治疗“气病”与“血病”，应取 ， 。

四、名词解释题（请将题目编号及答案写在答题纸上。每题 3 分，共

10 题，计 30 分）

1、寒从中生

2、阴盛格阳

3、饥不欲食

4、七情

5、后下

6、使药

7、虚劳

8、心悸

9、经络

10、募穴

五、简答题（请将题目编号及答案写在答题纸上。每题 15 分，共 6 题，

计 90 分）

1、请简答风气内动的常见病理类型。

2、请简述心脾两虚证和心肝血虚证如何鉴别。

3、黄芪与连翘皆有“疮家圣药”之称，临床上如何区别应用？

4、简述吴茱萸汤的组成、用法、功用及主治。

5、何谓头痛？试述肝阳头痛的主症、证机概要、治法、代表方？

6、简述大椎穴的定位、归经、所属特定穴、主治、操作。

六、论述题（请将题目编号及答案写在答题纸上，每题 20 分，共 3 题，

计 60 分）

1、气与血在生理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请论述二者兼病证候的辨证要点

及证候分析。

2、当归四逆汤与四逆汤相比较，从组方配伍的角度阐述功效主治方面的异同？请

论述。



3、何谓血证？其总病机是什么？试述血证治疗的三原则及其内涵与临床应用？

七、病案分析题（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共 1 题，计 10 分）

高某，女，51 岁，公务员。近一年来精神抑郁，胸部闷塞，胁肋胀满，咽中如

有物梗塞，吞之不下，咯之不出，睡眠欠佳，偶有精神恍惚，喜怒无常，食欲减退，

舌淡红，苔白腻，脉弦滑。神经系统检查无特殊发现，脑电图正常，血压 135/90mmHg。

请根据以上资料，写出中医诊断（证型）、证机概要、治法、代表方药（处方

及药物）。

考试科目：中医基础综合（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