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考研-中医综合-模拟考 

考生须知： 

• 1、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上无效 

• 2、考试时间 3 小时 

选择题：每题 1分,合计 100分 

1、可出现下肢浮肿的证候有 

A:脾阳亏虚证 

B:脾气亏虚证 

C:肾气不固证 

D:心肾阳虚证 

2、下列补气药中，属于清补之品的是 

A:黄芪 

B:白术 

C:太子参 

D:党参 

3、医务人员发生医疗事故，情节严重，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给予的行

政处罚是 

A:责令改正 

B:给予纪律处分 

C:责令限期整顿 

D:吊销执业证书 

4、龙胆泻肝汤中用以清热利湿的药物是 

A:泽泻 

B:木通 

C:黄芩 

D:车前子 



5、心之变动为 

A:哕 

B:握 

C:忧 

D:咳 

6、十二经脉中与目系相连的有 

A:足太阴 

B:足阳明 

C:足厥阴 

D:足少阳 

7、茵陈蒿汤与八正散的共同药物有 

A:茵陈蒿 

B:栀子 

C:大黄 

D:滑石 

8、被称为“生之本”的是 

A:脾 

B:肾 

C:心 

D:肺 

9、人体气化失常，可影响到 

A:气血津液的新陈代谢 

B:饮食物的消化吸收 

C:汗液的排泄 

D:体温的相对恒定 

10、当归补血汤重用黄芪为君的目的是 

A:补气升阳 



B:补气固表 

C:补气生血 

D:补气行血 

11、正式启用痢疾病名的是 

A:《金匮要略》 

B:《济生方》 

C:《千金要方》 

D:《丹溪心法》 

12、皮肤针操作时主要运用哪个部位的力量 

A:指 

B:肘 

C:腕 

D:肩 

13、虚劳证，面色萎黄，食少，形寒，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肠鸣腹痛，大便溏薄，舌质

淡，脉弱。辨证应属 

A:脾气虚证 

B:脾阳虚证 

C:脾胃阴虚证 

D:肾阳虚证 

14、阴阳偏盛的治疗，可选择 

A:壮水之主，益火之源 

B:实则泻之，因时制宜 

C: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D:兼顾不足，配合扶阳或益阴 

15、治疗疮疡肿毒可选用 

A:石菖蒲 

B:冰片 



C:苏合香 

D:麝香 

16、具有泻下作用、外用可回乳的药物是 

A:番泻叶 

B:芒硝 

C:火麻仁 

D:芦荟 

17、性味苦寒，主归肝经的药物是 

A:三七 

B:蒲黄 

C:茜草 

D:仙鹤草 

18、疼痛在腰脊两侧应属于 

A:督脉证 

B:足太阳经证 

C:足少阳经证 

D:带脉证 

19、肝胆疾病所致的结石，此发病类型为 

A:徐发 

B:感邪即发 

C:伏而后发 

D:继发 

20、寒疝少腹绞痛者，治疗应首选的方剂是 

A:天台乌药散 

B:少腹逐瘀汤 

C:百合乌药汤 

D:正气天香散 



21、不属于“七冲门”的是 

A:吸门 

B:飞门 

C:户门 

D:气门 

22、心阴虚证的常见表现有 

A:精神疲惫、自汗乏力、面色淡白 

B:身热，面赤，口渴 

C:畏寒肢冷、心痛、面色白或面唇青紫 

D:五心烦热，午后潮热 

23、实脾散中配伍木瓜的主要用意是 

A:育阴护津 

B:醒脾化湿 

C:化湿和胃 

D:舒筋活络 

24、补气养阴、清火生津，首选 

A:山药 

B:西洋参 

C:沙参 

D:太子参 

25、麝香的服用方法是 

A:先煎 

B:另煎 

C:后下 

D:入丸散 

26、中风的好发年龄是 

A:30岁以上 



B:40岁以上 

C:50岁以上 

D:60岁以上 

27、大蓟除具有凉血止血作用外，还能 

A:强心 

B:解毒敛疮 

C:降压 

D:化痰止咳 

28、中医学认为肾为 

A:先天之本 

B:五脏阴阳之本 

C:水之下源 

D:气之根 

29、突起胃脘疼痛，呕吐清涎，面色苍白，舌苔白润，脉沉紧。为 

A:表实寒证 

B:里虚热证 

C:里实寒证 

D:里虚寒证 

30、固冲汤的药物组成中无 

A:人参 

B:白术 

C:黄芪 

D:山萸肉 

31、，水谷精气与清气相结合，关系到 

A:宗气的生成 

B:卫气的生成 

C:营气的生成 



D:元气的生成 

32、学习中医学的入门课程是 

A:医古文 

B:中医基础理论 

C:中医临床医学 

D:中医预防医学 

33、甘味药的作用是 

A:补益、和中、润燥 

B:补益、和中、利水 

C:补益、和中、温阳 

D:补益、和中、缓急 

34、大黄附子汤的辨证要点包括 

A:腹痛便秘 

B:胁下偏痛 

C:手足厥冷 

D:苔白腻 

35、狂病痰热瘀结证的代表方是 

A:生铁落饮 

B:癫狂梦醒汤 

C:顺气导痰汤 

D:二阴煎合琥珀养心丹 

36、呃逆，古有何称 

A:噫 

B:干呕 

C:哕 

D:嗳气 

37、佛手、香橼功效的共同点有 



A:疏肝解郁 

B:理气和中 

C:温肾散寒 

D:燥湿化痰 

38、午后或夜间潮热，或手足心热，或骨蒸颧红，心烦盗汗，失眠多梦，口干咽燥，大便

干结，尿少色黄，舌红而干，或有裂纹，无苔或少苔，脉象细数，治疗应取何法 

A:益气生血，甘温除热 

B:滋阴清热 

C:益气养阴 

D:养血解表 

39、但热不寒不包括 

A:日晡潮热 

B:五心烦热 

C:壮热不退 

D:往来寒热 

40、发热，午后热甚，身热不扬，属于 

A:骨蒸劳热 

B:湿温潮热 

C:阴虚内热 

D:阳明潮热 

41、二陈汤煎加乌梅的主要用意是 

A:滋阴生津 

B:敛肺护正 

C:生津止渴 

D:涩肠止泻 

42、莱菔子的归经有 

A:胃经 



B:心经 

C:肺经 

D:脾经 

43、音哑的主要病机是 

A:肺肾阴虚 

B:水停于肺 

C:风寒袭肺 

D:热邪壅肺 

44、胃火炽盛可见 

A:消谷善饥 

B:偏嗜食物 

C:厌食 

D:饥不欲食 

45、具有轻宣凉燥、理肺化痰的方剂是 

A:桑杏汤 

B:杏苏散 

C:小青龙汤 

D:清燥救肺汤 

46、患者腹痛月余，时有发作，喜温喜按，按之痛减，舌淡苔白，脉细弦。治当首选 

A:理中汤 

B:小建中汤 

C:吴茱萸汤 

D:香砂六君子汤 

47、《针灸大成》记载腧穴的数目是 

A:358 

B:354 

C:349 



D:359 

48、上焦生理功能的特点是 

A:若雾露之溉 

B:主气之升发 

C:通行宗、营、卫三气 

D:原气之别使 

49、望舌质应从哪几方面进行观察 

A:舌色 

B:舌形 

C:舌态 

D:舌下络脉 

50、眩晕与哪项并见，对诊断肝血虚证最有意义 

A:面白舌淡 

B:心悸脉细 

C:肋胁隐痛 

D:肢体麻木 

51、回阳救急汤治疗“寒邪直中三阴，真阳衰微”之证，若症见“呕吐涎沫，或少腹痛者”，

原方注明当加用 

A:生姜汁 

B:盐炒吴茱萸 

C:高良姜 

D:炒蜀椒 

52、《金匮要略》记载的水肿有 

A:风水 

B:皮水 

C:正水 

D:石水 



53、发热多汗，热退后突然出现痿症，伴心烦口渴，小便短黄，舌红苔黄，脉细数者证属 

A:肺热津伤 

B:湿热浸淫 

C:脾胃虚弱 

D:肝肾亏损 

54、组成中不含有四君子汤的药物的是 

A:补中益气汤 

B:参苓白术散 

C:异功散 

D:六君子汤 

55、苔黄赤兼黑者，名霉酱苔，常由何所致 

A:胃肠宿食湿浊积久化热 

B:熏蒸秽浊上泛舌面 

C:血瘀气滞 

D:湿热夹痰 

56、与脾相表里的是 

A:胃 

B:肾 

C:肝 

D:三焦 

57、气血俱虚可见 

A:坐而仰首，喘而痰多 

B:坐而俯首，气短懒言 

C:但坐不得卧，卧则气逆 

D:但卧不能坐，坐则昏沉 

58、苓桂术甘汤中桂枝的作用是 

A:平冲降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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