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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医疗卫生模拟卷（六）

《中医临床》

一、判断题（对下列命题做出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肺的背俞穴是肺俞，心的背俞穴是心俞，心包的背俞穴是心包俞。（ ）

2.症是指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病理概括，能揭示疾病本质。（ ）

3.五脏中脾脏喜燥而恶湿，湿邪侵犯人体，常先困脾，致脾阳不振，运化无权，水湿内生，停聚而

发泄泻，出现水肿等证。（ ）

4.“吐下余，定无气”的理论基础是津能化气。（ ）

5.心、脾、肾阳虚症状，均可见五心烦热。（ ）

6.面部五色同五脏相互联系，其中赤色属心。（ ）

7.在辨证中，八纲辨证是最基本的方法，里、实、热三纲属于阳，表、虚、寒三纲属于阴。（ ）

8.“大实有羸状”属于真实假虚证。（ ）

9.正常的舌象为淡红色，薄黄苔。（ ）

10.弱脉表现是脉象极软而沉细。（ ）

11.眉间唇周呈青色是小儿惊风前兆。（ ）

12.手阳明大肠经终点是拇指末节。（ ）

13.中医治疗痹证时强调“阳气并则阴凝散”是指注重补益脾土。（ ）

14.饮食疾病的类型分为饮食不节、饮食不洁、饮食偏嗜。（ ）

15.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整体审察。（ ）

16.清热药药性多寒凉，故脾虚弱者慎用。（ ）

17.生脉散是由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 ）

18.有“呕家圣药”之称的药物是竹茹。（ ）

19.二陈汤中茯苓、陈皮均当陈久者，疗效较佳，故称“二陈”。（ ）

20.针灸处方配穴的方法是循经取穴。（ ）

二、单项选择题（下列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符合题意，请将其选出并填写在相应的括号内）

21.中医学中成功运用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书是（ ）。

A.《素问》 B.《伤寒杂病论》 C.《小儿药证直诀》 D.《黄帝内经》

22.和血共进于脉中，称“荣气”是（ ）。

A.营气 B.寒气 C.卫气 D.元气

23.通行元气，为水液运行之道路的是（ ）。

A.肺 B.肾 C.三焦 D.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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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根据藏象学说，骨属于（ ）。

A.脏 B.腑 C.经络 D.奇恒之腑

25.脉象轻取不应，重按始得，属（ ）。

A.浮脉 B.沉脉 C.迟脉 D.数脉

26.为全身阳气之本的是（ ）。

A.心阳 B.脾阳 C.肾阳 D.肝阳

27.循行于上肢内侧中间的经脉是（ ）。

A.手太阴肺经 B.手厥阴心包经 C.手少阳三焦经 D.手少阴心经

28.患者出现心悸、眩晕、失眠、多梦、健忘、面色淡白等症状，多属于（ ）。

A.心气不足 B.心血虚 C.血热扰心 D.心阴不足

29.患者失眠，多梦，兼心悸、食少、便溏、腹胀等症状，多属于（ ）。

A.心脾两虚 B.心肾不交 C.阴虚内热 D.肝胆火盛

30.下列属于“七情”配伍相畏关系的是（ ）。

A.常山与陈皮 B.生姜与黄芩 C.丁香与郁金 D.乌头与白蔹

31.既能疏散风热、清肺润燥，又能清肝明目的药物是（ ）。

A.菊花 B.桑叶 C.薄荷 D.升麻

32.既能燥湿健脾，又可祛风散寒，且能明目的药物是（ ）。

A.砂仁 B.陈皮 C.苍术 D.厚朴

33.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之功，适用于体内外诸出血证，尤善治肺胃出血的佳品是（ ）。

A.白蔹 B.没药 C.藕节 D.白及

34.长于活血调经，祛瘀并能生新，有与“四物汤”同功之称的药物是（ ）。

A.丹参 B.益母草 C.当归 D.三七

35.长于补肾阳、益精血、强筋骨、调冲脉、托疮毒的药物是（ ）。

A.紫河车 B.仙茅 C.淫羊藿 D.鹿茸

36.既能泻火除烦，又能滋阴润燥的药物是（ ）。

A.石膏 B.知母 C.栀子 D.地骨皮

37.既能发汗解表，又能行气安胎的药物是（ ）。

A.香薷 B.薄荷 C.紫苏 D.荆芥

38.具有止血而不留瘀特点的药物是（ ）。

A.红花 B.三七 C.桃仁 D.侧柏叶

39.下列清热药中均可治疗痢疾的一组是（ ）。

A.黄芩、白头翁 B.板蓝根、黄柏 C.蒲公英、连翘 D.山豆根、马勃

40.下列不属于小柴胡汤组成的是（ ）。

A.黄芩 B.半夏 C.人参 D.枳实

41.具有辛凉透表、清热解毒功用的方剂是（ ）。

A.柴葛解肌汤 B.银翘散 C.升麻葛根汤 D.败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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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治疗阳虚水泛之水肿，最宜选用的方剂是（ ）。

A.温脾汤 B.脾约丸 C.实脾散 D.健脾丸

43.治疗温病热入血分证的代表方剂是（ ）。

A.仙方活命饮 B.四妙勇安汤 C.清瘟败毒饮 D.犀角地黄汤

44.补阳还五汤中用量须重的药物是（ ）。

A.附子 B.桂枝 C.黄芪 D.当归

45.患者气喘咳嗽，皮肤蒸热，日晡尤甚，舌红苔黄，脉细数，治疗当首选（ ）。

A.定喘汤 B.麻杏石甘汤 C.泻白散 D.清燥救肺汤

三、简答题

46.简述小青龙汤的临床运用。

47.简述合谷穴的归经和定位。

48.简述五脏中心的主要功能。

49.简述闭经的常见分型。

50.简述人参、西洋参的功用有何异同。

四、论述题

51.试述咳嗽的辨证分型及治法。

52.试述风湿头痛的临床表现、治法、代表方及主要药物。

53.赵某，男，40 岁。3 日前在外聚餐后出现身体皮肤黄染如橘色，白睛发黄，心中懊 ，右胁胀

痛而拒按，发热口渴，口苦，恶心呕吐，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腻，脉弦数。

（1）请写出中医诊断，辨证分型及判断依据。

（2）请写出治疗原则，并开出处方（包括选用主方名，组成，特殊煎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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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医疗卫生模拟卷（六）

《中医临床》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判断题

1.【答案】×。解析：肺的背俞穴是肺俞，心的背俞穴是心俞，心包的背俞穴是厥阴俞。故本题说

法错误。

2.【答案】×。解析：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因、病

位、病性及邪正关系，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机制的本质反映。症指症状与体征，是患者主观

的疼痛不适感觉与医生诊察而得知的病态改变，是病、证的外在表现。故本题说法错误。

3.【答案】√。解析：湿为阴邪，易损伤阳气。脾主运化水湿，其性喜燥面恶湿，故外感湿邪，留

滞体内，常先困脾气，使脾阳不振，运化失职，水湿停聚，出现腹泻、尿少、水肿腹水等病证。故本题

说法正确。

4.【答案】×。解析：“吐下余，定无气”的理论基础是津能载气。故本题说法错误。

5.【答案】×。解析：五心烦热是指两手心、足心发热及自觉心胸烦热，而体温有的升高，有的并

不升高的一种虚烦发热症状。《素问》有“阴气少而阳气盛，故热而烦满”及“阴虚生内热”的论述，

将烦与热同时并见的症状归之于阴虚。脏腑阴虚皆可出现五心烦热，如心阴虚、肺阴虚等。故本题说法

错误。

6.【答案】√。解析：根据《内经》记载，可按照五色与五脏的对应关系进行望色，即青为肝色，

赤为心色，白为肺色，黄为脾色，黑为肾色。故本题说法正确。

7.【答案】×。解析：八纲辨证，即表、里、阴、阳、虚、实、寒、热八个辨证的纲领。其中阴阳

又是总纲，它可以概括其他六纲，即里、虚、寒证属阴证，表、热、实证属阳证，它是辨证中最基本的

方法。故本题说法错误。

8.【答案】√。解析：“大实有羸状”，指真实假虚之证。大实，指邪气盛实的内在本质；羸状，

指正气不足的外在表现。故本题说法正确。

9.【答案】×。解析：正常的舌象特征是：舌质淡红、鲜明、滋润；舌体大小适中，柔软灵活：舌

苔均匀、薄白而湿润，简称为“淡红舌，薄白苔”。故本题说法错误。

10.【答案】√。解析：弱脉的脉象特征为沉细无力而软。故本题说法正确。

11.【答案】√。解析：小儿惊风或欲作惊风多在眉间、鼻柱、口唇四周显现青色。故本题说法正确。

12.【答案】×。解析：手阳明大肠经起于食指桡侧端，沿食指桡侧缘上行，经过合谷穴，行于腕

后两筋之间，沿上肢外侧前缘上行，上肩至肩关节前缘，过肩后，到第七颈椎棘突下（大椎穴），再向

前下行入缺盆（锁骨上窝），进入胸腔，络肺，向下通过隔肌，下行入属大肠。其分支从缺盆上行，经

颈部至面颊，下入齿中，还出夹口，左右交叉于人中，至对侧鼻翼旁（迎香穴），交于足阳明胃经。所

以手阳明大肠经终点是鼻翼旁迎香穴。故本题说法错误。

13.【答案】×。解析：痹证的治疗应重视养血活血，即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治寒

宜结合温阳补火，即所谓“阳气并则阴凝散”；治湿宜结合健脾益气，即所谓“脾旺能胜湿，气足无顽

麻”；久痹正虚者，应重视扶正，补肝肾、益气血是常用之法。故本题说法错误。

14.【答案】√。解析：导致饮食失宜的几种类型：①饮食不节，如过饥、过饱；②饮食不洁；③

饮食偏嗜，如寒热、五味、食类偏好。故本题说法正确。

15.【答案】×。解析：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衡变和因发知受。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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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说法错误。

16.【答案】√。解析：清热药的药性大多寒凉，易伤脾胃，故脾胃虚弱，食少便溏者慎用。故本

题说法正确。

17.【答案】√。解析：生脉散由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故本题说法正确。

18.【答案】×。解析：生姜辛散温通，能温胃散寒，和中降逆，其止呕功良，素有“呕家圣药”

之称，随症配伍可治疗多种呕吐。故本题说法错误。

19.【答案】×。解析：二陈汤中半夏、橘红陈久者良，故方名为“二陈汤”。故本题说法错误。

20.【答案】×。解析：处方配穴的方法包括按经脉配穴和按部位配穴。故本题说法错误。

二、单项选择题

21.【答案】B。解析：中医学中成功运用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书是《伤寒杂病论》。故本题选 B。

22.【答案】A。解析：营气，又名“荣气”，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作用的气。故本题选 A。

23.【答案】C。解析：三焦的主要生理功能是通行元气和运行水液。故本题选 C。

24.【答案】D。解析：根据藏象学说，奇恒之腑，即脑、髓、骨、脉、胆、女子胞之总称。故本题

选 D。

25.【答案】B。解析：沉脉的脉象特征：轻取不应，重按始得，举之不足，按之有余，其脉位深沉。

故本题选 B。

26.【答案】C。解析：肾中精气是机体生命动活之本，所以肾阴肾阳亦是各脏腑阴阳的根本，调节

着各脏腑的功能活动。肾阴是全身阴液之根本，肾阳是全身阳气之根本。故本题选 C。

27.【答案】B。解析：阴经行于内侧面，阳经行于外侧面。手三阴经的分布规律是太阴在前、厥阴

在中、少阴在后。故本题选 B。

28.【答案】B。解析：心气不足表现为心悸、胸闷、气短、精神疲倦，或自汗，活动后诸证加重，

面色淡白，舌质淡，脉虚。心血虚表现为心悸、头晕眼花、失眠、多梦、健忘，面色淡白或者萎黄，唇、

舌色淡，脉细无力。血热扰心表现为躁扰发狂（血热证以身热口渴、斑疹吐衄、烦躁谵语、舌绛、脉数

为主证）。心阴不足表现为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口燥咽干、形体消瘦或见手足心热、潮热盗汗、

两颧潮红、舌红少苔乏津、脉细数。故本题选 B。

29.【答案】A。解析：该患者属心脾两虚证。心脾两虚的辨证要点为心悸、失眠多梦、食少便溏、

腹胀、慢性出血与气血两虚症状共见。故本题选 A。

30.【答案】A。解析：相畏是一种中药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中药降低或消除。陈皮可以缓和

常山截疟而引起恶心呕吐的胃肠反应，属相畏关系。黄芩能削弱生姜温胃止呕作用，属相恶关系。C 项

属于“十九畏”内容，D项属于“十八反”内容，二者在七情之中，均属相反关系。故本题选 A。

31.【答案】B。解析：菊花的功效为散风清热、平抑肝阳、清肝明目、清热解毒。桑叶的功效为疏

散风热、清肺润燥、平抑肝阳、清肝明目。薄荷的功效为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疏肝行气。

升麻的功效为解表透疹、清热解毒、升举阳气。故本题选 B。

32.【答案】C。解析：砂仁的功效为化湿行气、温中止泻、安胎。陈皮的功效为理气健脾、燥湿化

痰。苍术的功效为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本品尚能明目，用于夜有症及眼目昏涩。厚朴的功效为燥湿消

痰、下气除满。故本题选 C。

33.【答案】D。解析：白蔹的功效为清热解毒、消痈散结、敛疮生肌。没药的功效为活血止痛、消

肿生肌。藕节的功效为收敛止血。本品味涩收敛，既能收敛止血，又兼能化瘀，有止血而不留瘀的特点，

可用于各种出血之证，对于吐血、咯血等上部出血病证尤为多用。白及的功效为收敛止血、消肿生肌。

本品质黏味涩，为收敛止血之要药，可用于治疗体内外诸出血证。因其主入肺、胃经，所以临床尤多用

于肺胃出血之证。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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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答案】A。解析：丹参的功效为活血调经、祛瘀止痛、凉血消痈、除烦安神。丹参善于活血祛

瘀，性微寒而缓，能去瘀生新而不伤正，善调经水，为妇科调经常用药。《本草纲目》曰：“能破宿血，

补新血。”《妇科明理论》有“一昧丹参散，功同四物汤”之说。故本题选 A。

35.【答案】D。解析：鹿茸的功效为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托疮毒。紫河车的功效为

补气、养血、益精。仙茅的功效为补肾壮阳、强筋健骨、祛寒除湿。淫羊藿的功效为补肾壮阳、祛风除

湿。故本题选 D。

36.【答案】B。解析：石膏能泻胃火以止渴，无滋阴功效；知母既能清热泻火，又能滋阴润燥；栀

子既能清热利湿，又能凉血解毒；地骨皮功效为凉血除蒸，清肺降火。故本题选 B。

37.【答案】C。解析：紫苏能行气宽中，有止呕、安胎之效，可用于脾胃气滞，胸闷呕吐，胎气上

逆，胎动不安。因其外散风寒，内行气滞，所以对于外有风寒、内有气滞之证最为相宜。故本题选 C。

38.【答案】B。解析：三七的功效为化瘀止血、活血定痛。本品味甘微苦性温，入肝经血分，功善

止血，又能化瘀生新，有止血不留瘀、化瘀不伤正的特点。故本题选 B。

39.【答案】A。解析：黄芩有清热燥湿，凉血安胎，解毒功效，主治湿温病、肺热咳嗽、湿热黄疸、

痢疾、咯血、目赤、胎动不安、痈肿疖疮等。白头翁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功效，主治热毒痢疾、

带下、阴痒等。故本题选 A。

40.【答案】D。解析：小柴胡汤的组成药物为柴胡、黄芩、半夏、生姜、人参、炙甘草、大枣。故

本题选 D。

41.【答案】B。解析：银翘散的功用为辛凉透表，清热解毒。故本题选 B。

42.【答案】C。解析：实脾散的功用为温阳健脾，行气利水，主治脾肾阳虚，水气内停之阴水。故

本题选 C。

43.【答案】D。解析：犀角地黄汤的功用为清热解毒，凉血散瘀，主治热入血分证。故本题选 D。

44.【答案】C。解析：补阳还五汤中重用生黄芪，补益元气，意在气旺则血行，瘀去络通，为君药。

故本题选 C。

45.【答案】C。解析：泻白散的功用为清泄肺热，止咳平喘，主治肺热喘咳证，症见气喘咳嗽，皮

肤蒸热，日晡尤甚，舌红苔黄，脉细数。故本题选 C。

三、简答题

46.【参考答案】

小青龙汤的功效为解表散寒，温肺化饮，主治外寒里饮证，即外感风寒，寒饮内停之证，症见恶寒

发热，头身疼痛，无汗，咳喘，痰涎清稀而量多，胸痞，或干呕，或痰饮咳喘，不得平卧，或身体疼重，

头面四肢浮肿，舌苔白滑，脉浮。

47.【参考答案】

合谷穴为手阳明大肠经穴位，在手背，第 2 掌骨桡侧的中点。

48.【参考答案】

心主血脉，指心气推动血液在脉管中循环运行的功能，包括心主血和心主脉。心主神明，指心具有

主宰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生命活动和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功能。

49.【参考答案】

闭经的常见分型有肾虚证（分为肾气虚证、肾阴虚证和肾阳虚证）、脾虚证、精血亏虚证、气滞血

瘀证、寒凝血瘀证和痰湿阻滞证。

50.【参考答案】

人参与西洋参均有补益元气之功，可用于气虚欲脱的气短神疲、脉细无力等症。但人参益气救脱之

力较强，单用即可收效；西洋参偏于苦寒，兼能补阴，具有补气养阴而不助热的特点，较宜于气阴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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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热者。二药又皆能补脾肺之气，可用治脾肺气虚之证。其中也以人参作用较强，但西洋参多用于脾

肺气阴两虚之证。两药还有益气生津作用，均可用于津伤口渴和消渴证。此外，人参尚能补益心肾之气，

安神益智，还常用于失眠、健忘、心悸怔忡及肾不纳气的虚喘气短等。

四、论述题

51.【参考答案】

咳嗽的辨证分型：

（1）外感咳嗽：①风寒袭肺证治宜疏风散寒、宜肺止咳；②风热犯肺证治宜疏风清热、宜肺止咳；

③风燥伤肺证治宜疏风清肺、润燥止咳。

（2）内伤咳嗽：①痰湿蕴肺证治宜燥湿化痰、理气止咳；②痰热郁肺证治宜清热豁痰、肃肺止咳；

③肝火犯肺证治宜清肺泻肝，化痰止咳；④肺阴亏虚证治宜养阴清热、润肺止咳。

52.【参考答案】

临床表现：头痛如裹，肢体困重，胸闷纳呆，小便不利，大便或溏；舌淡苔白腻，脉濡。

治法：祛风胜湿通窍。

代表方：羌活胜湿汤。

主要药物：羌活、独活、川芎、防风、蔓荆子、藁本、甘草。

53.【参考答案】

（1）中医诊断：黄疸（胆腑郁热证）。

判断依据：在外聚餐后饮食不节，多伤脾胃，脾胃不和致使肝胆失疏、气机不利，则心中懊 ，右

侧胁胀痛而拒按；胆热犯胃，气逆于上，则口苦，恶心呕吐；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腻，脉弦

数等证均属热象，故辨证为胆腑郁热证。

（2）治疗原则：疏肝泄热、利胆退黄。主方：大柴胡汤。

柴胡 15g、黄芩 9g、芍药 9g、半夏 9g、生姜 15g、枳实 9g、大枣 4 枚、大黄 6g、甘草 9g。水煎服，

日 1 剂，早晚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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