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复治疗三基考试整理题 

康复试题（一） 

一、单选题 

1.康复医学强调（E） 

A 采用运动 

B 采用理疗 

C 回归社会 

D 生活独立能力 

E 采用综合措施 

2、康复得基本内涵不包括（D） 

A 采用综合措施 

B 强调功能训练、再训练 

C 以残疾者与患者得功能障碍为核心 

D 以残疾者与患者得器质障碍为核心 

E 以提高生活质量、回归社会为最终目标 

3、以下属于单轴关节得就是（E） 

A 挠腕关节 

B 拇指腕掌关节 

C 髋关节 

D 肩关节 

E 挠尺近侧关节 

4、一患者神经系统受损后出现静止性震颤，最有可能哪个部位出

现病变（A） 

A 基底节 

B 脊髓后索 

C 小脑 

D 边缘系统 

E 前庭系统 

5、烧伤常用部位夹板一般疗程就是（E） 



A 2~5 个月 

B 1~3 个月 

C 2~4 个月 

D 3~5 个月 

E 3~6 个月 

6、造成大腿假肢呈划弧步态得原因就是（A） 

A 假肢太长 

B 假肢太短 

C 接受腔太松 

D 膝关节不稳定性 

E 髋外展肌过强 

7、康复医学得一级预防就是指（A） 

A 健身锻炼与合理得生活习惯，防止疾病得发生 

B 发病后，康复介入，预防继发性功能障碍得发生 

C 发生功能障碍后，通过康复锻炼，防止功能障碍得加重 

D 康复治疗过程需要临床治疗，临床治疗过程也需要康复治疗介

入 

E 康复医学强调主动锻炼，提高机体对环境得适应力与对疾病得

抵抗力 

8、中国助残日（B） 

A 每年四月第三个星期日 B 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日 C 每年六月第

三个星期日 

D 每年七月第三个星期日 E 每年八月第三个星期日 

9、康复医学得共性原则不包括（D） 

A 因人而异 

B 循序渐进 

C 持之以恒 

D 被动参与 

E 全面锻炼 

10、关于视感知发育阶段，精细辨别物体阶段就是指（C） 



A 出生~2 个月 

B 3~6 个月 

C 7 个月后 

D 2 岁 

E 18 个月后 

11、心电运动试验得分类不包括（D） 

A 极限运动试验 

B 症状限制性试验 

C 低水平运动试验 

D 等长收缩试验 

E 定量行走 

试验 

12、患者，男，30 岁，因事故被热气体烧伤躯干前面与双上肢，

患者水泡较小，可见网状 

栓塞血管，微痛，感觉较迟钝，其烧伤深度与面积为（E） 

A Ⅲ度，31% 

B 深Ⅱ度，30% 

C 浅Ⅱ度，30% 

D 深Ⅱ度，36% 

E 浅Ⅱ度，36% 

13、脑卒中患者偏瘫侧肢体分期处于 BrunnstromⅡ期，康复治

疗措施正确得就是(A) 

A 控制肌痉挛与异常运动模式，促进分离运动得出现 

B 增强患侧肢体肌力、耐力训练 

C 增强患侧肢体平衡与协调性训练 

D 恢复提高肌张力，诱发主动运动 

E 控制肌痉挛，促进选择性运动与速度运动更好得恢复 

14、制动后多长时间肌肉重量下降最明显（C） 

A 1~3天 

B 3~5天 



C 5~7 天 

D 7~9 天 

E 9~12 天 

15、关于人体发育叙述正确得就是（E） 

A 3 岁时已接近成人脑重 

B 脊髓成熟得重要标志为髓鞘由下向上逐渐形成 

C 小儿身高与体格明显增大出现在青春期 

D 生长发育得不平衡性表现仅在青春期生长发育阶段 

E 心里过程包括认知过程、情绪与情感过程以及意志过程 

16、粗大运动得发育顺序正确得就是（C） 

A 抬头、翻身、坐、爬、站、跑、走、跳跃 

B 抬头、翻身、爬、坐、站、走、跑、跳跃 

C 抬头、翻身、坐、爬、站、走、跑、跳跃 

D 抬头、翻身、坐、爬、走、站、跑、跳跃 

E 抬头、翻身、坐、站、爬、跑、走、跳跃 

17、记忆类型中，出现最早得就是（A） 

A 运动型记忆 

B 情绪性记忆 

C 形象性记忆 

D 对比记忆 

E 语词记忆 

18、下肢烧伤后，若膝关节后侧烧伤，膝关节应保持（E） 

A 微屈 5°~10°B 微屈 10°~20° C 屈曲 20°~25° D 屈曲 25°~35°E 

伸直位 

19、韦氏智力量表中，智商等级划分正确得就是（D） 

A IQ 120~129 为极超常 

B IQ 110~119 为超常 

C IQ 90~109 为高于平常 

D IQ 80~89 为低于平常 

E IQ 70~79 为平常 



20、根据实验观察，波长在 3cm 左右得微波主要被哪个组织吸收

（A） 

A 表皮 

B 脂肪 

C 肌肉 

D 骨骼 

E 内脏器官 

21、正常步态中足跟着地到足放平作用于膝关节得肌群主要就是

（B） 

A 胫前肌 

B 股四头肌 

C 髂腰肌 

D 臀大肌 

E 腘绳肌 

22、支撑相占步行周期得（D） 

A 20% 

B 40% 

C 50% 

D 60% 

E 80% 

23、穿衣失用属于（B） 

A 空间定向失认 

B 视觉定向失认 

C 听觉失认 

D 触觉失认 

E 身体失认 

24、大剂量紫外线可以使 DNA 严重受损，导致细胞得死亡，其最

大得吸收光谱为（C） 

A 313nm 

B 280nm 



C 297nm 

D 302nm 

E 253、7nm 

25、身体得各部位对紫外线得敏感性不同，敏感性最低得部位就

是（D） 

A 肢体 

B 手足 

C 颈、面 

D 胸、腹 

E 腰、背 

26、一个伤口肉芽新鲜得创面，为促进伤口愈合，紫外线得剂量

（A） 

A 亚红斑量 

B 强红斑量 

C 红斑量 

D 超强红斑量 

E 弱红斑量 

27、言语功能恢复得高峰期为失语症患者发病（C） 

A 1~3 个月 

B 2~4 个月 

C 3~6 个月 

D 4~7 个月 

E 5~8 个月 

28、常发生习惯性脱位得关节就是（A） 

A 肩关节 

B 膝关节 

C 髋关节 

D 腕关节 

E 肘关节 

29、患者，男，35 岁，建筑工人，半个月前不慎从高空摔伤，导



致 T12 骨折并双下肢截瘫，查体双下肢肌力 3 级，腱反射及踝反射活

跃，肌张力高。用下列哪种电诊断方法能推测患者得预后（B） 

A BAEP 

B SEP 

C VEP 

D MCV 

E SCV 

30、临床上最常见得颈椎病类型（B） 

A 脊髓型颈椎病 

B 神经根型颈椎病 

C 椎动脉型颈椎病 

D 交感型颈椎病 

E 混合型颈椎病 

31、没有明确客观对象与具体观念内容得提心吊胆与恐惧不安得

心情常见于下列哪种神经症 

（B） 

A 恐惧症 

B 焦虑症 

C 强迫症 

D 疑病症 

E 癔症 

32、干扰电疗法最常用得治疗技术就是（A） 

A 固定法 

B 移动法 

C 抽吸法 

D 干扰电振动按摩法 

E 虹吸法 

33、某患者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为 60 分，其意义为（C） 

A 极其严重功能障碍 

B 严重功能障碍 



C 中度功能障碍 

D 基本生活自理 

E 完全生活自理 

34、双下肢长度差异超过多少时，可出现跳跃步态（C） 

A 2cm 

B 3cm 

C 4cm 

D 5cm 

E 6cm 

35、听觉诱发电位得潜伏期范围就是多少秒（A） 

A 0~4、5 

B 0~5、5 

C 4、5~9、5 

D 5、5~10、5 

E 1~5、0 

36、国务院批准《五类残疾标准》不包括（C） 

A 听力、语言残疾 

B 视力残疾 

C 内脏残疾 

D 智力残疾 

E 肢体残疾 

37、运动性言语中枢位于优势半球得（A） 

A 额下回 

B 额上回 

C 额中回 

D 中央前回 

E 中央后回 

38、支配大腿内侧群肌肉得神经就是（Ａ） 

Ａ闭孔神经 B 坐骨神经 C 股神经 D 阴部神经 E 隐神经 

39、听觉发育完善得年龄就是（C） 



A 2 岁 

B 3 岁 

C 4 岁 

D 5 岁 

E 8 岁 

40、在超短波进行微热量治疗时，大功率治疗仪浅作用时电极皮

肤间隙为（C） 

A 1~2cm 

B 2~3cm 

C 3~4cm 

D 4~5cm 

E 5~6cm 

二、就是非题 

1、力点位于阻力点与支点中间，主要作用就是传递动力与保持平

衡，故称为平衡杠杆（×） 

2、在导体中，电荷流动方向不随时间而改变得电流称为直流电

（√） 

3、频率高于 20kHz 得声波为超声波（√） 

4、正常成人颈干角平均 127°（125°~130°）若大于此角为髋内

翻（×） 

5、手得良好功能位就是腕背屈 40~45°，手指微屈（√） 

6、康复医学工作模式就是专业化分工模式（×） 

7、床向轮椅转移时，轮椅放在患者得患侧，轮椅与床尾呈

30~45°（×） 

8、直流电疗法，成人治疗得电流密度为 0、03~0、1mA/cm2

（√） 

9、癌痛 2 级需要肌内注射麻醉剂（×） 

10、移动臂与构成关节得远端骨长轴平行（×） 

11、肘关节屈得活动范围就是 0~180°（√） 

12、在超声波疗法中，声头要用 75%得酒精消毒，然后放在声头



架上（√） 

13 烧伤最常见得死亡原因就是感染（√） 

14、视觉信息反馈处理阶段就是 7 个月以后（×） 

15、康复医学史以疾病为中心（×） 

16、肩关节外旋得正常关节活动范围就是 0~60°（×） 

17、狭窄性腱鞘炎最常放生在手与腕部（√） 

18 、 伴 有 糖 尿 病 或 肾 病 得 高 血 压 患 者 降 压 目 标 值 为

130/85mmHg 以下（√） 

19、脊柱韧带中，抗张力最强得就是前纵韧带（√） 

20、长波紫外线红斑反应得潜伏期为 6~8 小时（√） 

康复医学试题（二） 

一、单选题 

1.联合国决定“国际残疾人年”为（B） 

A 1980 年 

B 1981 年 

C 1983 年 

D 1985 年 

E 1982 年 

2、喉腔最狭窄得部位就是（D） 

A 喉口 

B 前庭裂 

C 喉中间腔 

D 声门裂 

E 声门下列 

3、痉挛肌点刺激疗法得频率与波宽分别为（A） 

A 频率 0、66~1Hz，波宽 0、1~0、5ms 

B 频率 1~100Hz，波宽 0、1~1ms 

C频率 0、66~1Hz，波宽 0、01~0、2ms 

D频率 0、66~1Hz，波宽 0、1~1ms 

E频率 2~160Hz，波宽 0、1~1ms 



4、康复学科内团队不包括（E） 

A 物理治疗师 

B 作业治疗师 

C 康复医师 

D 运动医学医师 

E 骨科医生 

5、进行直流电或直流电离子导入时电极衬垫得厚度要求（A） 

A ＞1cm 

B 0、3~0、4cm 

C 0、5~0、6cm 

D 0、7~0、8cm 

E 0、8~1、0cm 

6、小儿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劳，就是由于下列哪一项发育不完

全（C） 

A 神经细胞 

B 神经树突 

C 神经髓鞘 

D 神经皮质 

E 神经轴突 

7、直流电药物离子导入疗法中，有阴极导入得药物就是（E） 

A 维生素 C 

B 碘 

C 氯 

D 溴 

E 以上都就是 

8、关于残疾得概念，错误得就是（A） 

A 功能障碍就就是残疾 

B 残疾可以就是由于身心疾病导致 

C 残疾必然显著影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D 残疾就是长期、持续或永久性得功能障碍 



E 残疾得功能障碍往往不能通过单纯得临床治疗而痊愈 

9、前交叉韧带最主要得作用就是（C） 

A 增加膝关节得稳定性 

B 缓冲外力得冲击 

C 限制胫骨向前移位 

D 限制胫骨旋转 

E 限制胫骨向后移位 

10、与脐平面得皮肤感觉区相对应得脊髓节段为（C） 

A T6 

B T8 

C T10 

D L1 

E T12 

11、患者，女性，50 岁，脑卒中后右侧肢体偏瘫。目前患侧能捏

及松开拇指，手指能半随意地小范围伸展，其 Brunnstrom 分期处于

（D） 

A 1 期 

B 2 期 

C 3 期 

D 4 期 

E 5 期 

12、丹毒又称为（D） 

A 管状静脉炎 

B 网状静脉炎 

C 毛细血管炎 

D 网状淋巴管炎 

E 管状淋巴管炎 

13、前臂旋前、旋后作业训练就是（E） 

A 打字 

B 书法 



C 下棋 

D 捏饺子 

E 拧水龙头 

14 国内超短波治疗机得波长常用为（A） 

A 7、37m 

B 7、37cm 

C 7、37km 

D 7、37mm 

E 7、37nm 

15、味觉发育得关键时期（A） 

A 4~5 个月 

B 出生后 

C 1~2 个月 

D 2~3 个月 

E 3~4 个月 

16、最强大得脊柱伸肌就是（C） 

A 背阔肌 

B 斜方肌 

C 竖脊肌 

D 腰大肌 

E 腰方肌 

17、鸭步常见于下列何种情况（B） 

A 臀大肌无力 

B 臀中肌无力 

C 股四头肌无力 

D 胫前肌无力 

E 以上皆有可能 

18、让患者从不同场景、不同角度、与不同得人合影得照片中寻

找她熟悉得人，属于（C） 

A 物品失认训练方法 



B 色彩失认训练方法 

C 面容失认训练方法 

D 听觉失认训练方法 

E 体觉失认训练方法 

19、有一患者右踝关节扭伤 3 天，肿胀疼痛，现用超声波治疗，

正确得操作治疗方法就是（D） 

A 固定法 

B 移动发 

C 接触法 

D 水下法 

E 旋转法 

20、患者，女，15 岁，因车祸致右踝以下足严重损伤，骨科医生

判断损伤部位组织无法修复存活，需要进行小腿截肢（B） 

A 右踝关节处 

B 小腿中下 1/3 处 

C 小腿 1/2 处 

D 小腿中上 1/3 处 

E 膝关节下 1/4 处 

21、孤独症得核心症状为（D） 

A 局限得兴趣与行为 

B 沟通与交流障碍 

C 智能与认知障碍 

D 社会交往能力缺陷 

E 感觉异常 

22、力与力臂得乘积在物理学中表示得就是（A） 

A 力矩 

B 应力 

C 变形 

D 应变 

E 阻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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