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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题 

一、填空题（ 10 分，每空 1 分）  

1 、 阳气者，精则养（ ），柔则养（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2 、阴络伤则血（ ），血内溢则（）。（《灵枢·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3 、肾气虚则（ ），实则胀，（ ）不安。（《灵枢·本神第八》）  

4 、脾气散精，上归于（ ），通调水道，下输（ ）膀胱。。（《素问·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5 、阳予之（ ），阴为之（ ）。（《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二、选择题  

（一）单选题（ 20分，每题1分）  

1、最早 全面注释《内经》的古代医家是（ ）  

A、王冰 B、马莳 C、李中梓 D、张介宾 E、张志聪  

2、《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女子五七发始堕的原因是（ ）  

A、肾气虚 B、肾精亏 C、血不足 D、阳气衰于上 E、阳明脉衰  

3、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味辛甘”药物的性能是（ ）  

A、固表发汗 B、发散属阳 C、宣通肺气 D、补虚 E、涌泄属阴  

4、据《素问·五藏别论》五藏的功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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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不是  

5、《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汗出见湿”乃生 （ ）  

A、水肿 B、偏枯 C、 痤疿 D、风疟 E、 大疔  

6、《灵枢注证发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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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阳”是指（ ）  

A、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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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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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生成》曰：“指受血而能（ ）”  

A、视 B、步 C、握 D、摄 E、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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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虚的症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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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灵枢·决气》篇，不属于“液”的功能的是（ ）  

A、淖泽注于骨 B、熏肤、充身、泽毛 C、骨属屈伸 D、泄泽补益脑髓 E、皮肤润泽  

13、据《素问·热论》，“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则 （ ）  

A 、病重 B、 病甚 C、 必不免于死 D、 易已 E、 病愈  

14、 据《素问·咳论》，胆咳者常见（ ）  

A、咳呕胆汁 B、咳而胁痛 C、咳而遗失 D、咳而遗尿 E、胁痛  

15.《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皆属于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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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感受风寒湿之气，发为（ ）  

A、行痹 B、痛痹 C、著痹 D、肾痹 E、骨痹  

17、 《素问·痿论》认为五脏气热皆可致痿，肺热叶焦可致（ ）  

A、肉痿 B、痿躄 C、脉痿 D、肌痿 E、骨痿  

18、 《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水肿的治疗原则主要是（ ）  

A、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 B、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C、微动四极 D、温衣  

E、开鬼门，洁净府  

19、据《素问·举痛论》，疼痛出现胁肋与少腹相引痛者，是寒气客于（ ）  

A、小肠 B、膜原 C、少腹 D、厥阴之脉 E、少阴之脉  

20、《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对“惊者”宜采用的方法为（ ）  

A、濡之 B、补之 C、平之 D、摩之 E、润之  

（二）多选题（ 20 分，每题 2 分）  

1.对《内经》进行分类研究的著作有 （ ）  

A、《类经》 B、《黄帝内经太素》 C、《黄帝素问直解》  

D、《内经知要》 E、《素问绍识》  

2.《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善于养生者的主要做法（ ）  

A、起居无节 B、 务快其心 C、 食饮有节 D、 法于阴阳 E、 和于术数3、据《素问·生气通天论》，
阳气一日内消长规律是 （ ）  

A 平旦阴尽而阳受气 B 平旦人气生 C 日中阳气隆  

D 日西阳气已虚，气门乃闭 E 夜半而阴隆  

4、《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浊阴”的走向是 （ ）  



A 出上窍 B 走五脏 C 发腠理 D 归六腑 E 出下窍  

5.据《素问·五脏别论》，五脏总的功能和特点是 （ ）  

A 藏精气而不泻 B 传化物而不藏 C 泻而不藏 D 满而不能实 E 实而不能满  

6、《素问·痹论》指出心痹的症状是 （ ）  

A 烦则心下鼓 B夜卧则惊 C暴上气而喘 D嗌干、善噫 E上为引如怀  

7、据《素问·脉要精微论》，“夺气”的表现为 （ ）  

A、目不明 B、言而微 C、耳聋 D、四肢乏力 E、终日乃复言  

8、《灵枢·营卫生会》所述“少壮之人不昼瞑”的原因是（ ）  

A、气血盛 B、肌肉滑 C、气道通 D、营卫之气相搏 E、营卫之行，不失其常  

9、《素问·至真要大论》，下列哪些属于正治法（ ）  

A、坚者削之 B、客者除之 C、微者逆之 D、甚者从之 E、结者散之  

10、据《灵枢·营卫生会》所述，“老人不夜瞑者”的主要机理是（ ）  

A、气血衰 B、营卫之行不失其常 C、肌肉枯，气道涩  

D、五脏之气相搏 E、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  

三、名词解释（ 10 分，每题 1 分）  

1、端络经脉  

2、 迴 肠  

3、有两死。  

4、三隧：  

5、以应刻数  

6、上焦出气  

7 、灸焫  

8 、食胕。  

9 、能毒  

10 、行复如法  

四、默写原文  

1 、“寒则腠理闭 …….. 故气结矣”。（《素问·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2 、“今夫热病者 ……. 必不免于死”。（《素问·热论篇第三十一》）  

3 、“故清阳为天 …….. 浊阴归六府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五、简答题（ 20 分，每题 4 分）  

1、如何理解《灵枢·本神》篇中“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  

2、结合《素问·生气通天论》原文简述汗出偏沮致偏枯的机理。  

3、结合《素问·生气通天论》原文简述痤疿的病因病机。  

4、结合《灵枢·营卫生会》，试述少壮之人“昼精夜瞑”的道理？  

5、运用《素问·生气通天论》原文回答人体感受四时邪气所致病证有哪些？  

六、论述题（ 20 分，每题 10 分）  



1、结合《素问·玉机真藏论》论述五脏疾病传变的原理、方式及其预后  

2、结合《灵枢·本神》试述五脏虚实病证特点及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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