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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11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医学基础（一）试题
课程代码：02930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

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金元时期，被后人称为“补土派”的医家是(      )

A.刘完素 B.朱震亨

C.张从正 D.李杲

2.属于阳中之阴的时间是(      )

A.上午 B.后半夜

C.下午 D.前半夜

3.五官中属五行之“木”的是(      )

A.目 B.舌

C.耳 D.口

4.根据五行相克的关系，水克(      )

A.木 B.火

C.水 D.金

5.气在局部发生阻滞不通时，称为(      )

A.气滞 B.气闭

C.气脱 D.气陷

6.血虚者禁发汗的理论依据是(      )

A.精血同源 B.乙癸同源

C.津血同源 D.津能载气

7.“血之余”是指(      )

A.爪 B.发

C.肾 D.筋

8.为中医学奠定基础理论的著作是(      )

A.《黄帝内经》 B.《神农本草经》

C.《伤寒论》 D.《诸病源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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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疾病过程中，先有高热汗出，面红脉洪，后突然转为四肢厥冷，面色苍白，脉微欲绝。用

下列何种理论解释(      )

A.重阳必阴 B.寒极生热

C.阳损及阴 D.阳盛格阴

10.“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说明了下列何种关系(      )

A.阴阳对立 B.阴阳转化

C.阴阳消长 D.阴阳互根

11.阴偏衰，其病证的性质是(      )

A.实热证 B.虚热证

C.下寒上热证 D.真寒假热证

12.与脑髓充盈密切相关的脏是(      )

A.心 B.肝

C.脾 D.肾

13.肾所藏之精是指(      )

A.先天之精 B.后天之精

C.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D.生殖之精

14.对血具有直接固摄作用的是(      )

A.肝 B.肺

C.脾 D.肾

15.具有轻扬开泄，善动不居特性的邪气是(      )

A.寒邪 B.风邪

C.热邪 D.湿邪

16.易致人体阴阳失调的饮食因素是(      )

A.饮食过饥 B.饮食过饱

C.饮食不洁 D.寒热偏嗜

17.“至虚有盛候”的病机应属(      )

A.虚中夹实 B.实中夹虚

C.真虚假实 D.真实假虚

18.寒因寒用的治法，适用于(      )

A.真热假寒 B.阴盛阳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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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真寒假热 D.寒热错杂

19.“老年慎泻，少年慎补”是依据什么而确定的用药原则(      )

A.因人制宜 B.因地制宜

C.因时制宜 D.标本统治

20.胸中烦热，频欲呕吐，腹痛喜温，大便稀溏，证属(      )

A.表寒里热 B.表热里寒

C.上寒下热 D.上热下寒

二、双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

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1.属木行的组织有(         )

A.筋 B.脉

C.目 D.耳

E.肉

2.“动极者，镇之以静”概括了阴阳的哪些关系(         )

A.阴阳对立 B.阴阳互根

C.阴阳互用 D.阴阳制约

E.阴阳消长

3.以水火既济达阴阳平衡的脏器是(         )

A.心 B.肝

C.脾 D.肺

E.肾

4.营气的生理功能是(         )

A.滋润皮毛 B.营养全身

C.化生血液 D.滋润孔窍

E.充养骨髓

5.连舌本，挟舌本的经脉有(         )

A.手少阴心经 B.手厥阴心包经

C.手阳明大肠经 D.足少阴肾经

E.足太阴脾经



02930# 中医学基础（一）试题 第 4 页 共 5 页

6.具有上犯特性的外感、内伤病因是(         )

A.火 B.悲

C.怒 D.思

E.恐

7.以阴阳互根原理制定的治法是(         )

A.阳病治阴 B.阴病治阳

C.阳中求阴 D.阴中求阳

E.热者寒之

8.汗出的性质不包括(         )

A.自汗 B.冷汗

C.头汗 D.盗汗

E.绝汗

9.辨别病邪性质的两个纲领(         )

A.里 B.实

C.寒 D.热

E.虚

10.下列哪两项不属于气逆证的多发脏腑(         )

A.肾 B.脾

C.胃 D.肝

E.肺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请在每小题的空格中填上正确答案。错填、不填均无分。

1.奠定中药基础理论的著作是___________。

2.心在志为___________，其液为___________。

3.一源而三歧的经脉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湿邪的致病性质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人体正常舌苔的颜色是___________。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7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21 分)

1.阴平阳秘

2.培土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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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行相乘

4.心藏神

5.心肾相交

6.潮热

7.因时制宜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2 分)

1.肝主疏泄与肝主藏血的关系如何？

2.气与津的关系如何？

3.简述奇经八脉的功能。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9 分，共 27 分)

1.试述肺的宣发和肃降作用的具体体现。

2.什么是心脾两虚证？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3.试述瘀血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