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治医师（职业病学）-医学伦理学（B 型题）

1、道德和法律

A.都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

B.两者的社会基础不同

C.行为者道德良心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D.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力量来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

E.产生和发展的趋势相同

2、道德主要通过

A.都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

B.两者的社会基础不同

C.行为者道德良心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D.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力量来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

E.产生和发展的趋势相同

3、法律主要通过

A.都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

B.两者的社会基础不同

C.行为者道德良心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D.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力量来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

E.产生和发展的趋势相同



4、全面系统的学习方法是指

A.学习医学伦理学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B.系统地学习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规范和原则

C.把医德观点和医德规范准则放在所处的历史时代去理解

D.把历史上的一切医德理论和规范都继承下来

E.把医学伦理学的一切理论、道德原则和规范都背诵下来

5、知行统一的方法是指

A.学习医学伦理学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B.系统地学习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规范和原则

C.把医德观点和医德规范准则放在所处的历史时代去理解

D.把历史上的一切医德理论和规范都继承下来

E.把医学伦理学的一切理论、道德原则和规范都背诵下来

6、坚持唯物史观的学习方法是指

A.学习医学伦理学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B.系统地学习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规范和原则

C.把医德观点和医德规范准则放在所处的历史时代去理解

D.把历史上的一切医德理论和规范都继承下来

E.把医学伦理学的一切理论、道德原则和规范都背诵下来



7、出自龚延贤的话是

A.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B.”无恒德者，不可以做医，人命生死之所系”

C. ” 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

十勿重利。”

D.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E.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

廉洁淳厚，不可信也。”

8、出自范仲淹的话是

A.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B.”无恒德者，不可以做医，人命生死之所系”

C. ” 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

十勿重利。”

D.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E.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

廉洁淳厚，不可信也。”

9、出自孙思邈的话是

A.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B.”无恒德者，不可以做医，人命生死之所系”

C. ” 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



十勿重利。”

D.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E.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

廉洁淳厚，不可信也。”

10、出自林逋的话是

A.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B.”无恒德者，不可以做医，人命生死之所系”

C. ” 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

十勿重利。”

D.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E.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

廉洁淳厚，不可信也。”

11、出自杨泉的话是

A.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B.”无恒德者，不可以做医，人命生死之所系”

C. ” 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

十勿重利。”

D.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E.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

廉洁淳厚，不可信也。”



12、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出现的标志是

A . 《黄帝内经》

B.宋国宾《医业伦理学》

C.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D.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誓言》

E.帕茨瓦尔《医学伦理学》

13、奠定西方医学人道传统的文献是

A . 《黄帝内经》

B.宋国宾《医业伦理学》

C.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D.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誓言》

E.帕茨瓦尔《医学伦理学》

14、奠定中国医学人道传统的文献是

A . 《黄帝内经》

B.宋国宾《医业伦理学》

C.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D.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誓言》

E.帕茨瓦尔《医学伦理学》



15、最早明确提出保守医密和反对堕胎这两条医德规范的是

A . 《黄帝内经》

B.宋国宾《医业伦理学》

C.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D.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誓言》

E.帕茨瓦尔《医学伦理学》

16、出自《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内容是

A. " 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愿绝名利心，尽力为病人。”

B. ”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

C. ”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

D. ”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E. ”留神医药，精通方术……以善其生。”

17、出自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内容是

A. " 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愿绝名利心，尽力为病人。”

B. ”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

C. ”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

D. ”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E. ”留神医药，精通方术……以善其生。”

18、出自《迈蒙尼提斯祷文》的内容是



A. " 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愿绝名利心，尽力为病人。”

B. ”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

C. ”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

D. ”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E. ”留神医药，精通方术……以善其生。”

19、出自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的内容是

A. " 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愿绝名利心，尽力为病人。”

B. ”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

C. ”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

D. ”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E. ”留神医药，精通方术……以善其生。”

20、出自我国古医书《古今医统》的内容是

A. " 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愿绝名利心，尽力为病人。”

B. ”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

C. ”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

D. ”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E. ”留神医药，精通方术……以善其生。”

21、喻昌著有

A . 《金匮要略》



B . 《外科正宗》

C . 《医门法律》

D . 《黄帝针灸甲乙经》

E . 《万病回春》

22、陈实功著有

A . 《金匮要略》

B . 《外科正宗》

C . 《医门法律》

D . 《黄帝针灸甲乙经》

E . 《万病回春》

23、皇甫谧著有

A . 《金匮要略》

B . 《外科正宗》

C . 《医门法律》

D . 《黄帝针灸甲乙经》

E . 《万病回春》

24、龚延贤著有

A . 《金匮要略》

B . 《外科正宗》



C . 《医门法律》

D . 《黄帝针灸甲乙经》

E . 《万病回春》

25、张仲景著有

A . 《金匮要略》

B . 《外科正宗》

C . 《医门法律》

D . 《黄帝针灸甲乙经》

E . 《万病回春》

26、详细向患者讲清配合治疗的必要性，以获得患者与医师的合作

是

A.患者的权利

B.患者的义务

C.医生的权利

D.医生的义务

E.患者和医生共同的义务

27、患者对经治医生不满意时一，可以重新选择医生属于

A.患者的权利

B.患者的义务



C.医生的权利

D.医生的义务

E.患者和医生共同的义务

28、提高医疗质量的思想保障是

A.治疗技术

B.医疗设备

C.规章制度

D.医德医风

E.经济效益

29、提高医疗质量的精神力量是

A.治疗技术

B.医疗设备

C.规章制度

D.医德医风

E.经济效益

30、提高医疗质量的物质基础是

A.治疗技术

B.医疗设备

C.规章制度



D.医德医风

E.经济效益

31、把有限的卫生资源配置到最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做法

是体现

A.公平公正原则

B.优先原则

C.效率、效益原则

D.价值原则

E.不伤害原则

32、人人享受卫生保健是体现

A.公平公正原则

B.优先原则

C.效率、效益原则

D.价值原则

E.不伤害原则

33、一般说来，医患之间信托-契约关系所倡导的医患交往模式是

A.双方冲突型

B.患者主导型

C.主动-被动型



D.指导-合作型

E.共同参与型

34、一般说来，使医患之间信托-契约关系能够得到理想体现的是

A.双方冲突型

B.患者主导型

C.主动-被动型

D.指导-合作型

E.共同参与型

35、对婴幼儿、处于休克状态需要急救等患者适用的模式是

A.双方冲突型

B.患者主导型

C.主动-被动型

D.指导-合作型

E.共同参与型

36、「占代医患关系特点

A.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确立双向作用的医患关系

B.医患关系的个体性、稳定性、直接性

C.医患关系的间接性、多元性、易变性

D.医患关系的分解趋势和物化趋势



E.扩大医学服务的范围

37、近代医患关系特点

A.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确立双向作用的医患关系

B.医患关系的个体性、稳定性、直接性

C.医患关系的间接性、多元性、易变性

D.医患关系的分解趋势和物化趋势

E.扩大医学服务的范围

38、现代医患关系特点

A.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确立双向作用的医患关系

B.医患关系的个体性、稳定性、直接性

C.医患关系的间接性、多元性、易变性

D.医患关系的分解趋势和物化趋势

E.扩大医学服务的范围

39、由生物医学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临床医师

A.不仅关心患者的躯体，而且关心患者的心理

B.注意克服人-物-人的物化趋势

C.维护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D.正确处理同行关系

E.不能以医谋私



40、为克服市场经济对医学服务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求临床医师

A.不仅关心患者的躯体，而且关心患者的心理

B.注意克服人-物-人的物化趋势

C.维护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D.正确处理同行关系

E.不能以医谋私

41、为克服高科技应用于医学服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求临床医

师

A.不仅关心患者的躯体，而且关心患者的心理

B.注意克服人-物-人的物化趋势

C.维护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D.正确处理同行关系

E.不能以医谋私

42、体现对精神病患者人文关怀原则的是

A.对疑似精神病患者应进行详细的检查，防止误诊误治

B.详细向精神病患者家属解释有关的治疗方案

C.尊重精神病患者的人格，对其恢复期应进行心理辅导

D.为防止精神病患者出现过激行为，严格限制其自由是必要的

E.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不宜公开



43、体现对精神病患者病情保密原则的是

A.对疑似精神病患者应进行详细的检查，防止误诊误治

B.详细向精神病患者家属解释有关的治疗方案

C.尊重精神病患者的人格，对其恢复期应进行心理辅导

D.为防止精神病患者出现过激行为，严格限制其自由是必要的

E.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不宜公开

44、体现医生业务水平高低的是

A.对疑似精神病患者应进行详细的检查，防止误诊误治

B.详细向精神病患者家属解释有关的治疗方案

C.尊重精神病患者的人格，对其恢复期应进行心理辅导

D.为防止精神病患者出现过激行为，严格限制其自由是必要的

E.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不宜公开

45、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是

A.道德的本质

B.道德评价的标准

C.道德评价方式

D.道德的特点

E.道德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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