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密 绎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 2021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药物学(一)试题
课程代码:06803

摇 摇 1. 本试卷分 A、B 卷,使用 2012 年第 3 版教材的考生请做 A 卷,并将答题纸上卷别“A冶

涂黑;使用 2016 年第 4 版教材的考生请做 B 卷,并将答题纸上卷别“B冶涂黑。 不涂或全涂,均

以 B 卷记分。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摇 摇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A 卷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下列哪个参数最能表示药物的安全性?

A. 最小有效量 B. 极量 C. 半数致死量

D. 半数有效量 E. 治疗指数

2. 毛果芸香碱不具有的药理作用是

A. 腺体分泌增加 B. 心率减慢 C. 眼内压降低

D. 促进胃肠道平滑肌收缩 E. 促进骨骼肌收缩

3. 可翻转肾上腺素升压效应的药物是

A. 阿托品 B. 酚苄明 C. 甲氧明

D. 美加明(美卡拉明) E. 利血平

4. 对癫痫小发作疗效最好的药物是

A. 乙琥胺 B. 卡马西平 C. 丙戊酸钠

D. 地西泮 E. 扑米酮

5. 氯丙嗪引起的血压下降不能用哪种药纠正?

A. 甲氧明 B. 肾上腺素 C. 去氧肾上腺素

D. 去甲肾上腺素 E. 间羟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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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抑郁症首选

A. 碳酸锂 B. 米帕明 C. 氯丙嗪

D. 奋乃静 E. 五氟利多

7. 局麻药引起局麻作用的电生理学机制是

A. 促进 Na+内流 B. 阻止 Na+内流 C. 促进 Ca2+内流

D. 阻止 Ca2+内流 E. 阻止 K+外流

8. 吗啡镇痛作用机制是

A. 阻断脑室,导水管周围灰质的阿片受体

B. 激动脑室,导水管周围灰质的阿片受体

C. 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降低对致痛物质的敏感性

D. 阻断大脑边缘系统的阿片受体

E. 激动中脑盖前核的阿片受体

9. 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A. 可待因的镇咳作用比吗啡强

B. 等效镇痛剂量的哌替啶对呼吸的抑制程度与吗啡相等

C. 喷他佐辛久用不易成瘾

D. 吗啡是阿片受体的激动剂

E. 吗啡和哌替啶都能用于心源性哮喘

10. 镇痛解热抗炎药的作用机制是

A. 直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

B. 直接抑制 PG 的生物效应

C. 抑制 PG 的生物合成

D. 减少 PG 的分解代谢

E. 减少缓激肽分解代谢

11. 哪一项不是阿司匹林的不良反应?

A. 胃粘膜糜烂及出血 B. 出血时间延长 C. 溶血性贫血

D. 诱发哮喘 E. 血管神经性水肿

12. 治疗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首选药是

A. 奎尼丁 B. 苯妥英钠 C. 维拉帕米

D. 普萘洛尔 E. 利多卡因

13. 女,54 岁,有甲亢的病史,近日因过劳和精神受刺激,而出现失眠,心慌,胸闷。 体检见心率

160 次 /分,心电有明显的心肌缺血改变,窦性心律不齐。 此时最好选用

A. 胺碘酮 B. 奎尼丁 C. 普鲁卡因胺

D. 普萘洛尔 E. 利多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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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心肌收缩力抑制作用最强的钙拮抗剂是

A. 尼莫地平 B. 尼群地平 C. 硝苯地平

D. 地尔硫卓 E. 维拉帕米

15. 哪种药物能防止和逆转慢性心功能不全的心室肥厚并能降低病死率?

A. 地高辛 B. 米力农 C. 氢氯噻嗪

D. 硝普钠 E. 卡托普利

16. 长期应用易使血钾升高的药物是

A. 呋塞米 B. 丁苯氧酸 C. 利尿酸

D. 螺内酯 E. 氢氯噻嗪

17. 关于平喘药物的作用,哪一项是错误的?

A. 稳定肥大细胞膜 B. 茁2 受体激动 C. 磷酸二酯酶抑制

D. M 受体阻断 E. 直接松弛支气管平滑肌

18. 奥美拉唑抑制胃酸分泌的机制是

A. 阻断 H2 受体 B. 抑制胃壁细胞 H+泵的功能 C. 阻断 M 受体

D. 阻断胃泌素受体 E. 直接抑制胃酸分泌

19. 关于雷尼替丁,哪一项是错误的?

A. 是 H2 受体阻断药

B. 抑制胃酸分泌作用比西米替丁强

C. 也能中和胃酸,减轻对溃疡面的刺激

D. 肝功不良者 t1 / 2明显延长

E. 对基础胃酸和夜间胃酸分泌都抑制

20. 糖皮质激素不具有哪些药理作用

A. 快速强大的抗炎作用

B. 抑制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C. 提高机体对细菌内毒素的耐受力

D. 提高机体对细菌外毒素的耐受力

E. 增加血中白细胞数量,但却抑制其功能

21. 男,60 岁,患风湿性关节炎,口服泼尼松和多种非甾体抗炎药 5 个月,近日突发自发性胫骨

骨折,其原因可能与哪种药物有关?

A. 阿司匹林 B. 吲哚美辛 C. 布洛芬

D. 泼尼松 E. 保泰松

22. 能抑制甲状腺素合成,又抑制外周组织中 T4 变为 T3,还抑制免疫球蛋白生成的药物

A. 碘化物 B. 甲硫咪唑 C. 丙基硫氧嘧啶

D. 甲亢平 E. 普萘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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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述不良反应哪项是胰岛素不具有的?

A. 过敏 B. 低血糖 C. 急性耐受性

D. 慢性耐受性 E. 肝损伤

24. 肝素过量引起自发性出血的对抗药是

A. 鱼精蛋白 B. 维生素 K C. 垂体后叶素

D. 氨甲苯酸 E. 右旋糖酐

25. 小剂量缩宫素可用于

A. 催产 B. 产后止血 C. 催产,引产

D. 催产,泌乳 E. 催产,止血

26. 能抑制细菌细胞壁合成的抗生素是

A. 庆大霉素 B. 氨苄青霉素 C. 红霉素

D. 四环素 E. 链霉素

27. 庆大霉素与速尿合用时会引起

A. 抗菌作用增强 B. 肾毒性减轻 C. 耳毒性加重

D. 利尿作用增强 E. 肾毒性加重

28. 异烟肼体内过程特点是

A. 口服易被破坏 B. 与血浆蛋白结合率高 C. 乙酰化代谢速度个体差异大

D. 大部分以原形由肾排泄 E. 以上都不是

29. 抑制二氢叶酸还原酶产生抗疟作用的是

A. 氯喹 B. 奎宁 C. 青蒿素

D. 伯氨喹 E. 乙胺嘧啶

30. 抑制叶酸合成代谢的药物是

A. 环磷酰胺 B. 阿糖胞苷 C. 巯嘌呤

D. 顺氯氨铂 E. 甲氨蝶呤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8 小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31. 药物毒性反应中的“三致冶包括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

32. 长期应用拮抗药,可使相应受体摇 摇 摇 ,这种现象称为摇 摇 摇 ,突然停药时可产生摇 摇 摇 。

33. 苯巴比妥是肝药酶摇 摇 摇 剂,可摇 摇 摇 双香豆素的代谢,使后者的抗凝血作用摇 摇 摇 。

34. 去甲肾上腺素的用途是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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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拉贝洛尔通过阻断摇 摇 摇 受体而发挥降压作用。

36. 钙拮抗剂对心脏的作用表现为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作用。

37. 奥美拉唑是胃粘膜摇 摇 摇 抑制剂,适于治疗摇 摇 摇 。

38. 中枢兴奋药中:一氧化碳中毒最常选用摇 摇 摇 ,酒精中毒时呼吸抑制最常选用摇 摇 摇 ,治疗

小儿遗尿的有效药物是摇 摇 摇 。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39. 肝药酶抑制剂

40. 首关消除

41. 二重感染(菌群交替症)

42. 成瘾性

43. 抗菌后效应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35 分。

44. 简述药物血浆半衰期的概念及实际意义。

45. 简述阿托品的临床应用。

46. 简述地西泮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47. 抗高血压药是怎样分类的? 列举各类的代表药。

48. 简述糖皮质激素的主要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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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卷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下列药物中,属于 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的调血脂药物是

A. 美伐他汀 B. 烟酸 C. 考来烯胺 D. 非诺贝特

2. 毛果芸香碱的作用是

A. 激动 M、N 胆碱受体 B. 抑制胆碱酯酶

C. 选择性激动 M 胆碱受体 D. 选择性激动 N 胆碱受体

3. 新斯的明的临床应用不包括
踿踿踿

A. 重症肌无力 B. 腹气涨 C. 尿潴留 D. 尿路梗阻

4. 药物在血浆中与血浆蛋白结合后可使

A. 药物作用增强 B. 药物代谢加快

C. 暂时失去药理活性 D. 药物排泄加快

5. 具有抗癫痫作用的抗心律失常药是

A. 利多卡因 B. 苯妥英钠 C. 普鲁卡因胺 D. 维拉帕米

6. 胰岛素的常用给药方式

A. 口服 B. 皮下注射 C. 静脉注射 D. 肌肉注射

7. 青光眼患者禁用
踿踿

的药物是

A. 毒扁豆碱 B. 阿托品 C. 毛果芸香碱 D. 新斯的明

8. 兼具抗幽门螺杆菌作用的抗消化性溃疡药是

A. 氢氧化铝 B. 奥美拉唑 C. 西咪替丁 D. 哌仑西平

9. 消除半衰期(t1 / 2)是指

A. 血药浓度下降一半的时间 B. 药物生物转化一半的时间

C. 药物效应下降一半的时间 D. 药物排泄一半的时间

10. 以下药物中属于高效能利尿药的是

A. 氢氯噻嗪 B. 阿米洛利 C. 呋塞米 D. 环戊氯噻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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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静滴去甲肾上腺素发生外漏,最佳的处理方式是

A. 局部注射局部麻醉药 B. 局部注射普萘洛尔

C. 局部注射酚妥拉明 D. 局部注射阿托品

12. 香豆素类药物的抗凝作用机制是

A. 抑制血浆中的抗凝血酶芋 B. 抑制血小板聚集

C. 激活纤溶酶 D. 拮抗维生素 K

13. 化疗指数是

A. 化疗药物 LD50 / ED50的比值 B. 衡量药物有无应用价值的指标

C. 化疗药物 ED50 / LD50的比值 D. 衡量抗菌药物作用强度的参数

14. 有耳毒性的利尿药是

A. 螺内酯 B. 氢氯噻嗪 C. 呋塞米 D. 乙酰唑胺

15. 预防过敏性哮喘宜选用

A. 异丙肾上腺素 B. 麻黄碱 C. 色甘酸钠 D. 肾上腺素

16. 伴有支气管哮喘的快速型心律失常患者应禁用

A. 胺碘酮 B. 苯妥英钠 C. 奎尼丁 D. 普萘洛尔

17. 药物的内在活性是指

A. 药物穿透生物膜的能力 B. 药物激动受体的能力

C. 药物水溶性大小 D. 药物对受体亲和力高低

18. 强心苷治疗心房纤颤的机制主要是

A. 缩短心房有效不应期 B. 抑制房室结的传导作用

C. 抑制窦房结 D. 降低浦肯野纤维自律性

19. 用异烟肼时,常并用维生素 B6 的目的是

A. 增强疗效 B. 预防神经系统的不良反应

C. 延缓抗药性 D. 减轻肝损害

20. 治疗急性脑水肿的首选药物是

A. 氨苯蝶啶 B. 氢氯噻嗪 C. 呋塞米 D. 甘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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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8 小题,每空 1 分,共 16 分。

21. 甲状腺功能低下可以造成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单纯性甲状腺肿。

22. 吗啡的临床应用有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止泻。

23. 氯丙嗪抗精神病的作用机理是阻断大脑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通路的多巴胺受体。

24. 茁鄄内酰胺类抗菌药的抗菌机制为摇 摇 摇 ,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的抗菌机制为摇 摇 摇 。

25. 抗高血压药物中,硝苯地平属于摇 摇 摇 药;卡托普利属于摇 摇 摇 药。

26. 有机磷酸酯类中毒的对症治疗选用摇 摇 摇 ,对因治疗选用摇 摇 摇 。

27. 解热镇痛抗炎药的解热、镇痛、抗炎作用与抑制摇 摇 摇 的生成有关,而抗血栓作用和引起胃

出血等不良反应与抑制摇 摇 摇 的生成有关。

28. 阿托品对眼睛的作用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调节麻痹。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29. 药物的分布

30. 正性肌力药物

31. 耐受性

32. 化学治疗药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32 分。

33. 简述地西泮的临床应用。

34. 试述常用抗心绞痛药的分类,并每类各举一例代表药物。

35. 简述普萘洛尔的不良反应。

36. 如何理解糖皮质激素抗炎作用的利弊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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