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基础理论延考习题 0823-100 题

1.中医学形成的时间最迟为

A.夏朝

B.商朝

C.春秋时期

D.战国至秦汉时期

E.东汉时期

2.倡导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等方法，为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的是

A.《五十二病方》

B.《黄帝内经》

C.《难经》

D.《伤寒杂病论》

E.《神农本草经》

3.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

A.脏腑一体和形神一体

B.心脑一体和五脏一体

C.五脏一体和形神一体

D.脏腑一体和心脑一体

E.五脏一体和经络一体

4.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心”是

A.脑

B.六腑

C.五脏

D.经络

E.奇恒之腑

5.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五脏六腑之大主”是

A.脑

B.心

C.五脏

D.经络

E.肾

6.《素问•脉要精微论》中“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所体现的是

A.恒动观念

B.辨证论治

C.形神一体观

D.整体观念

E.辨证观念

7.《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所“善病洞泄寒中”的季节是

A.春季

B.仲夏

C.长夏

D.秋季

E.冬季



8.《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夫百病者……多以旦慧”，其原因是

A.人气始生，病气衰

B.人气长，长则胜邪

C.人气始衰，邪气始生

D.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

E.人气抗邪，卫外为固

9.下列表述中属于证的是

A.水痘

B.麻疹

C.血虚

D.头痛

E.恶寒

10.采取同病异治方法的原因是

A.疾病相同

B.症状不同

C.阶段相同

D.证候不同

E.体征不同

11.昼夜分阴阳，属于“阳中之阴”的时间是

A.前半夜

B.下午

C.上午

D.中午

E.后半夜

12.“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主要说明阴阳之间的关系是

A.对立制约

B.互根互用

C.互为消长

D.平衡协调

E.互相转化

13.“动极者镇之以静，阴亢者胜之以阳”,说明阴阳之间的关系是

A.阴阳互藏

B.阴阳互根

C.阴阳平衡

D.阴阳转化

E.阴阳制约

14.“阴平阳秘，精气乃治”，所体现的阴阳关系是

A.阴阳的对立制约

B.阴阳的对立消长

C.阴阳的互根互用

D.阴阳的消长平衡

E.阴阳的相互转化

15.“阴中求阳”的理论依据是

A.阴阳相互转化



B.阴阳互根互用

C.阴阳相互消长

D.阴阳对立制约

E.阴阳动态平衡

16.“热者寒之”治则，所体现的阴阳关系是

A.阴阳交感

B.阴阳互根

C.阴阳对立

D.阴阳消长

E.阴阳转化

17.五脏分阴阳，则肺的阴阳属性是

A.阳中之阳

B.阳中之阴

C.阴中之阳

D.阴中之阴

E.阴中之至阴

18.五脏分阴阳，则肝的阴阳属性是

A.阳中之阳

B.阳中之阴

C.阴中之阳

D.阴中之阴

E.阴中之至阴

19.阴液不足，日久不愈，影响阳气化生，引起阳也不足的病理变化是

A.阴偏衰

B.阳偏衰

C.阳损及阴

D.阴损及阳

E.阴阳互损

20.脉象分阴阳，属于阳的脉象是

A.浮

B.沉

C.小

D.涩

E.细

21.适用于阴偏衰的治疗方法是

A.阳病治阴

B.阴病治阳

C.阴中求阳

D.阳病治阳

E.阴病治阴

22.“阴病治阳”的病理基础是

A.阴虚

B.阳虚

C.阴盛



D.阳盛

E.阴阳两虚

23.“阴中求阳”适用的下述病证是

A.阴虚

B.阳虚

C.阴盛

D.阳盛

E.阴阳两虚

24.“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体现的治则是

A.阴病治阳

B.阳病治阴

C.热者寒之

D.寒者热之

E.阳中求阴

25.属于五行之“火”的五音是

A.宫音

B.角音

C.商音

D.徵音

E.羽音

26.五行中，“金”的“所不胜”之行是

A.火

B.水

C.土

D.木

E.金

27.肺病及肾的五行传变是

A.母病及子

B.相乘

C.子病犯母

D.相侮

E.相克

28.根据五行的相生原则，肝火亢盛证应确定的中医治法为

A.清肝泻火

B.清心泻火

C.滋补肾阴

D.滋补心阴

E.滋补肝阴

29.“亢则害，承乃制”说明了五行之间的什么关系

A.相生关系

B.相克关系

C.制化关系

D.相乘关系

E.相侮关系



30.“木火刑金”属于

A.母病及子

B.相乘传变

C.子病犯母

D.相侮传变

E.制化传变

31.根据五行相克规律确立的治法是

A.金水相生

B.益火补土

C.抑木扶土

D.滋水涵木

E.培土生金

32.五脏共同的生理特点是

A.传化物

B.满而不实

C.实而不满

D.泻而不藏

E.受盛水谷

33.心为“君主之官”的理论基础是

A.心主血脉

B.心主神明

C.心在五行属火

D.心开窍于舌

E.心其华在面

34.“五脏六腑之大主”是

A.心

B.肺

C.肝

D.脾

E.肾

35.具有“壅遏营气，令无所避”作用的是

A.肝

B.脉

C.脾

D.髓

E.三焦

36.肺主一身之气体现在

A.吸入清气，呼出浊气

B.宣发卫气，生成宗气

C.生成宗气，调节气机

D.助心行血，帮助呼吸

E.宣发与肃降

37.肺主一身之气的运行体现于

A.吸入清气



B.呼出浊气

C.生成宗气

D.调节气机

E.辅心行血

38.称为“相傅之官”的脏是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39.具有“喜燥恶湿”生理特性的脏是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40.具有促进血液运行和津液输布作用的脏是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41.《临证指南医案》所说具有“体阴而用阳”特点的脏是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42.《素问》关于“丈夫六八”在生理上的表现是

A.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

B.肾气衰，发堕齿槁

C.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

D.肾脏衰，形体皆极

E.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

43.《素问·上古天真论》“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所指女子的年龄段是

A.“二七”

B.“三七”

C.“四七”

D.“五七”

E.“六七”

44.与肾主水有关的是

A.肾精的濡养作用

B.肾气的固摄作用

C.肾阴的凉润作用



D.肾阳的蒸化作用

E.肾血的营养作用

45.“胃之关”指的是

A.贲门

B.幽门

C.脾

D.大肠

E.肾

46.与血液生成及运行关系密切的是

A.心与肺

B.心与肾

C.心与脾

D.脾与肝

E.肺与肝

47.具有君相安位关系的两脏是

A.心与肺

B.心与肾

C.肺与脾

D.脾与肝

E.肺与肝

48.在气的生成和水液代谢方面关系密切的是

A.心与肺

B.心与肾

C.肺与脾

D.脾与肝

E.肺与肝

49.与气机升降调节关系密切的两脏是

A.心与肺

B.心与肾

C.肺与脾

D.脾与肝

E.肺与肝

50.“乙癸同源”指的是

A.心肺关系

B.肺肝关系

C.肝脾关系

D.肝肾关系

E.心肾关系

51.具有藏泄互用关系的两脏是

A.心与肺

B.肺与肾

C.肾与肝

D.肝与脾

E.脾与心



52.脾开窍于

A.目

B.舌

C.口

D.鼻

E.耳

53.肺之“门户”是

A.鼻

B.口

C.喉

D.皮毛

E.玄府

54.泻南补北法的理论基础是

A.五行相生

B.五行相克

C.五行制化

D.五行相乘

E.五行相侮

55.“见肝之病，知肝传脾”是指

A.木克土

B.木疏土

C.木乘土

D.木侮土

E.木生土

56.“血之余”是指

A.发

B.爪

C.毛

D.唇

E.面

57.“筋之余”是指

A.发

B.爪

C.毛

D.唇

E.面

58.同气相求而通应于长夏的脏是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59.《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善病风疟”的季节是

A.春季



B.仲夏

C.长夏

D.秋季

E.冬季

60.《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说“泛泛乎万物有余”的脉象，其相应的时间是

A.春日

B.夏日

C.长夏

D.秋日

E.冬日

61.《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说“蛰虫周密”的脉象出现的时间是

A.春日

B.夏日

C.长夏

D.秋日

E.冬日

62.胆的生理功能是

A.受盛化物

B.传化糟粕

C.主持诸气

D.受纳腐熟

E.主决断

63.胃的生理功能是

A.受盛化物

B.传化糟粕

C.主持诸气

D.受纳腐熟

E.通调水道

64.精概念的产生源于

A.阴阳说

B.水地说

C.五行说

D.元气说

E.云气说

65.气的概念源于

A.阴阳说

B.水地说

C.五行说

D.云气说

E.元气说

66.具有“以通为用，以降为顺”特点的是

A.五脏

B.六腑

C.奇恒之腑



D.经络

E.血脉

67.“中精之府”指的是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68.有“太仓”之称的是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69.具有“喜润恶燥”生理特性是的

A.胆

B.胃

C.小肠

D.三焦

E.膀胱

70.具有“受盛化物”功能的腑是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71.“主液”的腑是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72.大肠的功能是

A.排泄胆汁

B.受纳通降

C.受盛化物

D.传化糟粕

E.运行水液

73.“主津”的腑是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74.“受盛之官”指的是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75.“州都之官”指的是

A.胆

B.胃

C.小肠

D.大肠

E.膀胱

76.“决渎之官”指的是

A.胆

B.胃

C.小肠

D.三焦

E.膀胱

77.三焦的生理功能是

A.通行元气

B.传化水谷

C.化生精气

D.调畅气机

E.宣发肃降

78.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为

A.《五十二病方》

B.《黄帝内经》

C.《难经》

D.《伤寒杂病论》

E.《神农本草经》

79.“中焦如沤”比喻的是

A.胃主受纳的功能状态

B.脾气散精的功能状态

C.小肠泌别清浊的功能状态

D.水谷精微的弥漫布散状态

E.胃腐熟水谷的状态

80.“无阳则阴无以生”所说明的阴阳关系是

A.阴阳交感

B.阴阳互根

C.阴阳对立

D.阴阳消长

E.阴阳转化

81.“阴损及阳”所说明的阴阳关系是



A.阴阳交感

B.阴阳互根

C.阴阳对立

D.阴阳消长

E.阴阳转化

82.“无阴则阳无以化”所说明的阴阳关系是

A.阴阳交感

B.阴阳互根

C.阴阳对立

D.阴阳消长

E.阴阳转化

83.“利小便即所以实大便”的理论依据是

A.肾司二便

B.二便相关

C.健脾利水

D.小肠泌别清浊

E.利小便的药物本身具有止泻作用

84.“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体现的治则是

A.阴病治阳

B.阳病治阴

C.热者寒之

D.寒者热之

E.阳中求阴

85.“孤府”指的是

A.胆

B.胃

C.小肠

D.三焦

E.膀胱

86.上焦生理功能的特点是

A.若雾露之溉

B.主气之生成

C.通行宗、营、卫三气

D.为原气之别使

E.主气的宣发与肃降

87.与肺相表里的是

A.胆

B.胃

C.大肠

D.三焦

E.膀胱

88.气机升降之枢指的是

A.肺主呼气，肾主纳气

B.肝气主升，肺气主降



C.脾主升清，胃主降浊

D.心火下降，肾水上升

E.肺气宣发，又主肃降

89.与胆相表里的脏是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90.下列哪一项不是脾胃的关系

A.燥湿相济

B.纳运相得

C.升降相因

D.升清降浊

E.水火既济

91.泌别清浊是

A.胆的生理功能

B.胃的生理功能

C.小肠的生理功能

D.大肠的生理功能

E.膀胱的生理功能

92.“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是指

A.阴阳平衡关系的破坏

B.阴阳对立关系的破坏

C.阴阳互根关系的破坏

D.阴阳消长关系的破坏

E.阴阳转化关系的破坏

93.五脏分阴阳，肾的阴阳属性是

A.阳中之阳

B.阳中之阴

C.阴中之阳

D.阴中之阴

E.阴中之至阴

94.五行中，“金”的“所胜”之行是

A.火

B.水

C.土

D.木

E.金

95.“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所体现的阴阳关系是

A.阴阳交感

B.阴阳互根

C.阴阳对立

D.阴阳消长



E.阴阳转化

96.既属六腑又属奇恒之腑的是

A.肝

B.胆

C.脑

D.髓

E.女子胞

97.“髓海”指的是

A.骨

B.胆

C.髓

D.脑

E.女子胞

98.“元神之府”指的是

A.脑

B.胆

C.骨

D.髓

E.女子胞

99.与脑关系最密切的脏腑是

A.心

B.肺

C.脾

D.肝

E.肾

100.与女子胞的功能活动关系密切的是

A.心、肝、脾、肺、冲脉、督脉

B.心、肺、肝、肾、冲脉、带脉

C.心、肝、肺、肾、冲脉、督脉

D.心、肺、脾、冲脉、带脉、任脉

E.心、肝、脾、肾、冲脉、任脉、督脉、带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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