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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题 

一、填空题（ 10分，每空1分）  

1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诸寒之而热者取之 （ ） ，热之而寒者取之 （ ） ，所谓求其属
也。  

2、《灵枢·本神》曰：故生之来谓之（ ），两精相搏谓之（ ）。  

3、《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膀胱者，（ ），津液藏焉，（ ）则能出矣。  

4、 《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尺外以候 （ ） ，尺里以候 （ ） 。  

5、《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味出（ ），阳气出（ ）。  

二、选择题  

（一）单选题（ 20分，每题1分）  

1、现存最早分类注释《内经》的著作是 （ ）  

A 、《黄帝内经太素》 B、《素问吴注》 C、《黄帝素问直解》  

D、《黄帝内经素问》 E、《类经》  

2、《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女子五七“面始焦，发始堕”的原因是（ ）  

A、肾气虚 B、肾精亏 C、血不足 D、阳气衰于上 E、阳明脉衰  

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认为药食中气厚者为（ ）  

A、阳中之阳 B、阴中之阳 C、阴中之阴 D、阳中之阴 E、少火  

4、据《素问·五藏别论》五藏的功能特点是（ ）  

A、藏精气而不泻也 B、泻而不藏 C、传化物而不藏  

D、实而不能满 E、满而不能实  

5、《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汗出偏沮”会使人发生 （ ）  

A、水肿 B、偏枯 C、 痤疿 D、风疟 E、 大疔  

6、《素问集注》的作者是 （ ）  

A、张志聪 B、李中梓 C、马莳 D、高士宗 E、张介宾  

7、《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清阳发腠理”的“清阳”是指（ ）  

A、卫气 B、使上窍发挥各种功能的精微物质 C、饮食化生的精气  

D、津液 E、营血  



8、《素问·六节藏象论》提出人体以五脏为本，其中“肝”为（ ）              

A、阴精之本 B、封藏之本 C、阳气之本 D、先天之本 E、罢极之本  

9、《素问·太阴阳明论》认为，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病（ ）  

A、泄泻 B、四肢不用 C、水肿 D、饥不受食 E、腹胀  

10、 据《素问·脉要精微论》，“转摇不能”是由于（ ）  

A、筋将惫 B、肾将惫 C、骨将惫 D、府将坏 E、肝将败  

11、据《灵枢·本神》篇所述，心气实的症状是（ ）  

A、恐 B、四肢不用，五脏不安 C、腹胀经溲不利 D、悲 E、笑不休  

12、 据《灵枢·决气》篇，属于气的功能的是（ ）  

A、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  

B、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  

C、腠理发泄，汗出溱溱 D、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  

E、壅遏营气，令无所避  

13、据《素问·热论》，凡病寒伤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 （ ）  

A、病寒 B、 病温 C、 病暑 D、 病湿 E、病热  

14、 据《素问·咳论》，“咳而腹满”常见（ ）  

A、脾咳 B、胃咳 C、大肠咳 D、三焦咳 E、小肠咳  

15、《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皆属于下”的原文是 （ ）  

A、诸逆冲上 B、诸胀腹大 C、诸躁狂越 D、诸厥固泄 E、诸湿肿满  

16、据《素问·痹论》，春季感受风寒湿之气，发为（ ）  

A、行痹 B、痛痹 C、著痹 D、筋痹 E、骨痹  

17、“ 腰脊不举” 见于《素问·痿论》中痿证的（ ）  

A、骨痿 B、痿躄 C、脉痿 D、筋痿 E、肉痿  

18、《灵枢·营卫生会》中“太阴主内”的“太阴”是指（ ）  

A、足少阴肾经 B、足阳明胃经 C、足太阳膀胱经 D、足太阴脾经 E、手太阴肺经  

19、据《素问·举痛论》，疼痛而闭不通者，是由于热气留于（ ）  

A、背俞之脉 B、三焦 C、小肠 D、厥阴之脉 E、阴股  

20、《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对“惊者”宜采用的方法为（ ）  

A、濡之 B、平之 C、温之 D、摩之 E、润之  

（二）多选题（ 10分，每题1分）  

1、 全面注释《内经》的医家是（ ）  

① 王冰 ② 马莳 ③ 李中梓 ④ 张介宾 ⑤ 张志聪  

2、《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女子二七可有（ ）  

①月事以时下 ②肾气盛 ③任脉通 ④太冲脉盛 ⑤天癸至  

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不知七损八益，年四十则出现（ ）  



①阴气自半 ②起居衰 ③体重 ④九窍不利 ⑤耳目不聪明  

4、 据《素问·生气通天论》，阳失卫外，湿邪侵害人体出现的症状是（ ）  

① 烦则喘喝 ② 首如裹 ③ 为肿 ④ 大筋緛短、小筋弛长  

⑤ 体若燔炭  

5、《素问·六节藏象论》认为肺为（ ）  

①生之本 ②气之本 ③神之变 ④魄之处 ⑤魂之居  

6、《素问·脉要精微论》，“夺气”的表现为 （ ）  

① 目不明 ② 言而微 ③ 耳聋 ④ 四肢乏力 ⑤ 终日乃复言  

7、 《灵枢·本神》指出智者之养生必做到（ ）  

①和喜怒 ②顺四时 ③节阴阳 ④安居处 ⑤调刚柔  

8、 《灵枢·百病始生》篇中“三部之气，所伤异类”之“三部之气”是指（ ）  

① 风雨寒暑 ② 饮食 ③ 清湿 ④ 疫疠 ⑤ 喜怒  

9、 据《素问 ·至真要大论》内容，下列哪项属于反治法（ ）  

①真寒假热，治以四逆汤 ②真热假寒，治以白虎汤 ③气虚便秘，治以补中益气汤 ④热结旁流，治以大
承气汤 ⑤阴虚火旺，治以六味地黄丸  

10、 《灵枢·水胀》篇指出石瘕的病因病机是（ ）  

①寒气客于子门 ②癖而内著，恶气乃起 ③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  

④子门闭塞，气不得通 ⑤日以益大，状如怀子  

三、名词解释（ 10分，每题1分）  

1、法于阴阳 2、濡泄 3、 标本相移 4 三死 5、 喘动应手  

6、上焦如雾 7、著痹 8、 俛仰 9、 尻以代踵 10、 劳风  

四、默写原文（ 10分）  

1、“心者，君主之官也，……气化则能出矣。”（《素问·灵兰秘典论》）（4分）  

2、“ 五藏者，中之守也 …… 失守者死 ” （《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 3分）  

3、“帝曰：营卫之气亦令人痹乎？……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素问·痹论》）（3分）  

五、简答题（ 20分，每题4分）  

1、据《素问·痿论》，简述痿证的治疗原则。  

2、何谓“治未病”？其实践意义？  

3、 如何理解《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高梁之变，足生大丁”的含义？  

4、如何理解“形与神俱”？  

5、如何理解《灵枢·营卫生会》篇中“血之与气，异名同类”？  

六、论述题（ 20分，每题10分）  

1、你对“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是怎样理解的？  

2、《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述养生原则和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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