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经络

习 题

一、A1 型题

1.奠定经络学说理论体系基础的古典医籍是（ ）

A.《黄帝内经》 B.《难经》 C.《伤寒杂病论》

D.《阴阳十一脉灸经》 E.《十四经发挥》

2.首创“奇经八脉”一词的古典医籍是（ ）

A.《黄帝内经》 B.《难经》 C.《伤寒杂病论》

D.《阴阳十一脉灸经》 E《针灸甲乙经》

3.经络系统中，与脏腑有直接络属关系的是（ ）

A.奇经八脉 B.十二经别 C.别络

D.十二正经 E.十二经筋

4.经络系统中，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是（ ）

A.奇经八脉 B.十二经别 C.十二正经

D.浮络 E.别络

5.在人体内具有“溢奇邪”“通荣卫”作用的是（ ）

A.浮络 B.皮部 C.经别

D.别络 E.孙络

6.行于上肢内侧后缘的经脉是（ ）

A.心经 B.肺经 C.心包经

D.脾经 E.肝经

7.在内踝尖上八寸以上，循行于内侧前缘的经脉是（ ）

A.脾经 B.肝经 C.肾经

D.胃经 E心包经

8.《灵枢·逆顺肥瘦》说“足之三阳”的走向是（ ）

A.从手走头 B.从足走腹 C.从头走足

D.从脏走手 E.从内走外

9.足、手阴经交接于（ ）

A.头 B.胸 C.腹

D.手 E.足

10.在头面部，手太阳经主要行于（ ）

A.头顶 B.头后 C.侧头部

D.面颊部 E.额部

11.十二经脉中，行于躯干胸腹面的阳经是（ ）

A.手太阳经 B.足少阳经 C足太阳经

D.手阳明经 E足阳明经

12.十二正经中，有两支别络的经脉是（ ）



A.足太阴经 B.足阳明经 C.足厥阴经

D.手阳明经 E.手厥阴经

13.按十二经脉流注次序，小肠经下接（ ）

A.膀胱经 B.胆经 C.心经

D.肾经 E.三焦经

14.十二正经中，“络脑”的经脉是（ ）

A.心经 B.肾经 C.肝经

D.膀胱经 E.胆经

15.绕阴器，抵小腹的经脉是（ ）

A.足少阴经 B.足太阳经 C.足太阴经

D.足厥阴经 E.足少阳经

16.循行于“乳中线”的经脉是（ ）

A.肝经 B.胃经 C.胆经

D.脾经 E.肾经

17.十二正经中，既分布于目内眦，又分布于目外眦的经脉是（ ）

A.手少阳三焦经 B.手太阳小肠经 C.足少阳胆经

D.手阳明大肠经 E.足太阳膀胱经

18.起于目外眦的经脉是（ ）

A.三焦经 B.小肠经 C.胆经

D.胃经 E.大肠经

19.奇经八脉中，与任脉在咽喉部相会的经脉是（ ）

A.督脉 B.冲脉 C.阴跷脉

D.阳维脉 E.阴维脉

20.任脉的终点在（ ）

A.目内眦 B.目眶下

C.上唇系带 D.咽喉 E.下颌部

21.奇经八脉中，与足少阴经相并，夹脐上行的经脉是（ ）

A.任脉 B.督脉 C.冲脉

D.阴维脉 E.阴跷脉

22.“司眼睑开合”的经脉是（ ）

A.跷脉 B.维脉 C.冲脉

D.任脉 E.督脉

23.分布于皮肤表面的络脉称为（ ）

A.孙络 B.细络 C.别络

D.浮络 E.以上都不是

24.具有约束骨骼、主司关节运动功能的是（ ）

A.皮部 B.维脉 C.经筋

D.别络 E.督脉



25.十二正经中，联系脏腑最多的经脉是（ ）

A.足厥阴肝经 B.足少阴肾经 C.足太阴脾经

D.足阳明胃经 E.足太阳膀胱经

26.按循经诊断，在胸前“虚里”处疼痛，痛连左手臂及小指，应考虑（ ）

A.心脏疾病 B.肺脏疾病 C.肝胆疾病

D.脾胃疾病 E.肾脏疾病

27.创立“引经报使”理论的医家是（ ）

A.李杲 B.朱震亨 C.刘完素

D.寇宗奭 E.张元素

28.按分经诊断，下牙痛多在（ ）

A.足阳明胃经 B手阳明大肠经 C.手太阳小肠经

D.足少阳胆经 E.手少阳三焦经

29.足少阳胆经与阳跷脉会于（ ）

A.头顶 B.目内眦 C.项后

D.目外眦 E.以上都不是

30.具有调节阴经气血，称为“阴脉之海”的经脉是（ ）

A.冲脉 B.督脉 C.带脉

D.任脉 E.阳跷脉

31.经与络的区别主要在于（ ）

A.经脉深而不见，络脉浮而常见 B.经脉较粗大，络脉较细小

C.经脉纵行，络脉纵横交错 D.经为主干，络为分支

E以上都不是

32.以下不具有表里经关系的是（ ）

A.阳跷脉与阴跷脉 B.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

C.足阳明胃经与足太阴脾经 D.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

E.手少阳三焦经与手厥阴心包经

33.具有加强十二经脉表里两经在体内联系作用的是（ ）

A.别络 B.经别 C.皮部

D.奇经八脉 E.经筋

34.手太阴肺经的起点在（ ）

A.肺中 B.中焦 C胃中

D.膻中 E.手拇指桡侧端

35.在内踝尖上八寸以下，循行于内侧前缘的经脉是（ ）

A.脾经 B.肝经 C.肾经

D.胃经 E.心包经

36.足三阳经的走向规律是（ ）

A.从手走头 B.从足走腹 C.从头走足

D.从脏走手 E.从内走外



37.下列经脉中，不到达目内眦的经脉是（ ）

A.手太阳经 B.任脉 C.足太阳经

D.阴跷脉 E.阳跷脉

38.阴跷脉与阳跷脉会于（ ）

A.头顶 B.项后 C.目内眦

D.目外眦 E.以上都不是

39.循行经过寸口的经脉是（ ）

A.手少阴经 B.手太阳经 C.手厥阴经

D.手阳明经 E.手太阴经

40.带脉的起点在（ ）

A.胁肋处 B.少腹处 C.小腹处

D.季胁处 E.以上均非

41.称为“血海”的经脉是（ ）

A.冲脉 B.任脉 C.足厥阴经

D.足阳明经 E.足少阴经

42.称为“十二经脉之海”的经脉是（ ）

A.督脉 B.任脉 C.冲脉

D.胃经 E.肾经

43.主司妇女带下的经脉是（ ）

A.冲脉 B.任脉 C.带脉

D.督脉 E.以上均非

二、A2 型题

1.患者产后子宫脱垂，腰脊绕腹而痛，带下增多，属于下列哪经的病变（ ）

A.冲脉 B.督脉 C.带脉

D.任脉 E.以上均非

2.患者头痛，后头部尤甚，下连项部，属于下列哪经的病变（ ）

A.阳明经 B.少阳经 C太阴经

D.厥阴经 E.太阳经

3.患者因大怒暴发耳鸣，伴两侧头痛耳后尤甚，治疗应取（ ）

A.足阳明经 B.足少阳经 C.手太阳经

D.手阳明经 E.手少阳经

4.患者两目红赤，两胁及少腹胀痛，头痛，巅顶痛甚，病在（ ）

A.足阳明经 B.足少阳经 C.手太阳经

D.足厥阴经 E.手厥阴经

5.患者足跟部绵绵作痛，不能任地，伴有腰膝酸软等症，病属（ ）

A.足阳明经 B.足少阳经 C.足太阴经

D.足厥阴经 E足少阴经

6.患者下肢水肿明显，心慌气喘，不能平卧，小便量少，病属（ ）



A.足阳明经 B.足太阴经 C.足少阴经

D.足厥阴经 E.手少阴经

7.患者两胁胀痛，牵引少腹及睾丸，病属（ ）

A.足阳明经 B.足少阳经 C.足少阴经

D.足厥阴经 E.冲脉

三、B1 型题

A.别络 B.经别 C.浮络

D.孙络 E.经筋

1.属经脉的是（ ）

2.属经络系统连属部分的是（ ）

A.心经 B.脾经 C.肺经

D.肝经 E.肾经

3.行于上肢内侧前缘的是（ ）

4.行于下肢内侧后缘的是（ ）

A.头顶部 B.头侧部 C面颊部

D.额部 E以上都不是

5.足阳明经行于（ ）

6.手太阴肺经行于（ ）

A.从脏走手 B.从手走头 C.从头走足

D.从足走腹 E.以上都不是

7.手少阳三焦经的走向是（ ）

8.足厥阴肝经的走向是（ ）

A.手阳明经 B.足阳明经 C.手太阴经

D.足少阳经 E.手太阳经

9.属大肠络肺的经脉是（ ）

10.下交于肝经的经脉是（ ）

A.胸中 B.心中 C.肺中

D.无名指端 E.以上都不是

11.足厥阴肝经和手太阴肺经交接于（ ）

12.手太阳小肠经与足太阳膀胱经交接于（ ）

A.任脉 B.督脉 C.冲脉

D.带脉 E.跷脉

13.有主胞胎作用的是（ ）

14.有主司妇女带下作用的是（ ）

A.经筋 B.经别 C.皮部

D.奇经八脉 E.别络

15.具有加强足三阴、足三阳经脉与心脏联系作用的是（ ）

16.具有加强十二经脉表里两经在体表联系作用的是（ ）



A.皮部 B.经筋 C.奇经八脉

D.经别 E.别络

17.对全身无数细小络脉起主导作用的是（ ）

18.具有涵蓄和调节十二经气血功能的是（ ）

A.颅内 B.缺盆 C.目内眦

D.气街 E.以上都不是

19.督脉循行经过（ ）

20.冲脉循行经过（ ）

A.手阳明经 B.手太阳经 C.手太阴经

D.手厥阴经 E.手少阴经

21.循行经过寸口的经脉是（ ）

22.循行经过目系的经脉是（ ）

四、C 型题

A.督脉 B.任脉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经过会阴部的是（ ）

2.具有妊养胞胎作用的是（ ）

A.痛在后头及项部 B.痛在头侧部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3.阳明经头痛是（ ）

4.足太阳经头痛是（ ）

A.心经 B.肝经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5.连于目系的经脉是（ ）

6.入于耳中的经脉是（ ）

A.手太阴经 B.足少阳经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7.与肝经交接的经脉是（ ）

8.与三焦经交接的经脉是（ ）

A.任脉 B.冲脉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9.到达目内眦的是（ ）

10.环绕口唇的是（ ）

A.躯干背部 B.下肢外侧前缘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1.足太阳膀胱经分布于（ ）

12.足阳明胃经分布于（ ）

A.肝经 B.脾经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3.循行于下肢内侧中线的经脉是（ ）

14.循行于下肢内侧前缘的经脉是（ ）

A.阳跷脉 B.阳维脉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5.在循行中，与胆经有联系的是（ ）

16.在循行中，与肝经有联系的是（ ）

A.足太阳经 B.足厥阴经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7.与督脉在头顶部交会的经脉是（ ），

18.与督脉在大椎交会的经脉是（ ）

A.足太阳经 B.手太阳经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9.到达目内眦的经脉是（ ）

20.到达目外眦的经脉是（ ）

A.耳中 B.目外眦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21.足少阳经到达部位有（ ）

22.手太阳经到达部位有（ ）

A.督脉 B.任脉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23.环绕口唇的是（ ）

24.起于胞中的是（ ）

A.足太阴经 B.足少阴经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25.与舌有联系的经脉是（ ）

26.与心脏有联系的经脉是（ ）

A.手太阳小肠经 B.手少阳三焦经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27.循行于上肢外侧的经脉是（ ）

28.循行于上肢内侧的经脉是（ ）

A.手少阴心经 B.足太阴脾经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29.循行过程中经过心脏的是（ ）

30.循行过程中经过脾脏的是（ ）

五、X 型题

1.与经络学说形成有关的因素是（ ）

A.古人长期的医疗经验总结 B.古人在导引行气时的自我体悟

C.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D.古人长期的生活经验的总结

E.古人对穴位主治功用的归纳

2.经络的生理机能有（ ）

A.调节作用 B.沟通联系作用 C.运输渗灌作用

D.感应作用 E.传导作用

3.足厥阴肝经循行过程中，联系的脏腑有（ ）

A.心 B.肺 C.胃

D.胆 E.肝

4.到达目内眦的经脉有（ ）

A.阳跷脉 B.膀胱经 C.肝经

D.阴跷脉 E.脾经

5.环绕口唇的经脉有（ ）

A.任脉 B.胃经 C.冲脉

D.大肠经 E.肝经

6.循行于肩部及肩胛部的经脉有（ ）



A.胃经 B.大肠经 C.三焦经

D.小肠经 E.胆经

7.经过肺的经脉，除肺经外还有（ ）

A.脾经 B.心经 C.肾经

D.肝经 E.大肠经

8.足阳明经到达的部位有（ ）

A.足大趾 B.足二趾 C.足中趾

D.足四趾 E.足小趾

9.与督脉交会于大椎穴的经脉是（ ）

A.手三阳经 B.足厥阴经 C.足三阳经

D.阳跷脉 E.阴维脉

10.手足太阳经在头面部分布于（ ）

A.头侧 B.面颊 C.耳前

D.头顶 E.头后

11.足少阴肾经到达的部位有（ ）

A.足跟 B.舌根 C气街

D.小腿内侧后缘 E.腰部

12.行于脊柱内的经脉有（ ）

A.督脉 B.冲脉 C.足少阴肾经

D.足太阳膀胱经 E.足少阳胆经

13.进入耳中的经脉有（ ）

A.手少阳 B.手太阳 C.足少阳

D.足太阳 E.手阳明

14.下列属于肝经循行部位的是（ ）

A.胁肋部 B.足中趾 C.阴器

D.下肢内侧后缘 E.小腹

15.肾经联系的脏睹，除肾与膀胱外还（ ）

A.肺 B.肝 C.心

D.脾 E.心包

16.下列与牙齿有联系的经脉是（ ）

A.肾经 B.大肠经 C.脾经

D.胃经 E.肝经

17.与女子的月经来潮有密切关系的经脉有（ ）

A.跷脉 B.维脉 C.任脉

D.心经 E.冲脉

18.下列“络脑”的经脉有（ ）

A.心经 B.胆经 C.肝经

D.膀胱经 E.督脉



19.与任脉交会的经脉有（ ）

A.足三阴经 B.阳维脉 C.阴跷脉

D.阴维脉 E.冲脉

20.与脏腑相连的经脉有（ ）

A.任脉 B.三焦经 C.冲脉

D.带脉 E.督脉

21.经脉循行过程中，入缺盆的有（ ）

A.胃经 B.大肠经 C.膀胱经

D.胆经 E.小肠经

22.下列循行于躯干腹面的经脉是（ ）

A.任脉 B.肾经 C.脾经

D.胃经 E.冲脉

23.经过“气街”的经脉有（ ）

A.冲脉 B.肝经 C.脾经

D.胃经 E.胆经

24.以下指冲脉的是（ ）

A.血海 B.气海 C.十二经脉之海

D.阴脉之海 E.五脏六腑之海

25.与胃相联系的正经有（ ）

A.小肠经 B.三焦经 C.胃经

D.肺经 E.脾经

26.与心相联系的正经有（ ）

A.足太阴 B.足少阴 C.手少阴

D.足厥阴 E.手太阳

27.任脉的主要功能是（ ）

A.调节阴经气血，为阴脉之海 B.主一身左右之阳

C.约束诸脉 D.主胞胎 E.濡养眼目，司眼睑开合

28.督脉到达的部位有（ ）

A.绕阴器 B.颅内 C.脐中央

D.上唇系带 E.下颌部

29.到达足大趾的经脉有（ ）

A.胃经 B.脾经 C.肝经

D.胆经 E.冲脉

30.起于足外踝之下的经脉有（ ）

A.足太阳 B.阳维脉 C.足少阳

D.阳跷脉 E.足阳明

31.起于胞中的经脉有（ ）

A.任脉 B.督脉 C.冲脉



D.带脉 E.足少阴肾经

32.循行分布于下肢内侧的经脉有（ ）

A.足太阴经 B.足厥阴经 C.足少阴经

D.冲脉 E.阴跷脉

33.在巅顶部交会的经脉有（ ）

A.足太阳经 B.足厥阴经 C.督脉

D.任脉 E.足少阴经

34.经过目内眦的经脉有（ ）

A.足太阳经 B.足阳明经 C手太阳经

D.任脉 E.手少阳经

35.经过目外眦的经脉有（ ）

A.足少阳经 B.手太阳经 C.手少阳经

D.足太阳经 E.任脉

36.不循行于足跟部的经脉有（ ）

A.足太阴经 B.足厥阴经 C.冲脉

D.足少阴经 E.足少阳经

参考答案

一、A1 型题

1.A.经络学说来源于《内经》以前医疗经验的积累总结，《内经》的成书奠定了经络学说和

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2.B.《难经》首创“奇经八脉”一词，对奇经八脉的含义、功能、循行线路和病候都有较详

细的论述。

3.D.经络系统中只有十二正经与脏腑有直接的络属关系。阳经属腑络脏，阴经属脏络腑。

4.C.经络系统中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是十二正经，而奇经、经别及络脉虽也是运行气血的通

道，但不属主要者。

5.E.孙络是最细小的络脉，分布全身，难以计数，在人体内具有“溢奇邪”“通荣卫”的作

用。

6.A.十二正经中阴经行内侧，其中手太阴在前，厥阴在中，少阴在后。

7.A.脾经与肝经在内踝尖上八寸处交叉后，脾经在前缘，肝经在中线。

8.C.《灵枢·逆顺肥瘦》说:“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

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

9.B.足、手阴经交接有三对，交接部位皆在胸部内脏。

10.D.在头面部，太阳经主要行于面颊、头顶和头后部，其中手太阳主要行于面颊部，足太

阳行于头顶和头后部。

11.E.足阳明胃经虽为阳经，但在躯干部却行于胸腹面。

12.A.足太阴脾经本身分出一条别络，加上脾之大络共有两条别络。

13.A.按十二经流注次序，手太阳小肠经在目内眦交于足太阳膀胱经。



14.D.足太阳膀胱经直行者，从头顶部分出，向后行至枕骨处，入颅络脑。

15.D.足厥阴肝经，沿大腿内侧中线进人阴毛中，绕阴器，抵小腹。

16.B.足阳明胃经直行者，从缺盆出体表，沿乳中线下行，夹脐两旁（旁开 2寸），下行至腹

股沟处的气街。

17.B.手太阳小肠经一分支从缺盆沿颈上行面颊，至目外眦；另一分支从面颊分出，上行目

眶下，至目内眦。

18.C.足少阳胆经起于目外眦。

19.E.阴维脉在胁部与足厥阴肝经相合后，上行至咽喉，与任脉相会。

20.B.任脉沿腹胸正中线上行，至咽，环唇，沿面颊分行至目眶下。

21.C.冲脉从气街部起与足少阴肾经相并，夹脐上行。

22.A.跷脉的生理机能有二，一为主司下肢运动；二为司眼睑开合。

23.D.络脉分为别络、孙络和浮络三类，其中分布皮肤表面的络脉，因其“浮而常见”，故称

浮络。

24.C.经筋多附于骨和关节，具有约束骨骼、主司关节运动的机能。

25.B.足少阴肾经属肾络膀胱，同时又穿过肝，入肺，从肺分出络心。

26.A.手少阴心经属心，其循行沿手臂内侧至小指桡侧端，故心前区“虚里”处疼痛，连及

左手臂及小指，应考虑心脏疾患。

27.E.金代张元素根据经络学说，在药物归经基础上倡导分经用药，并创立“引经报使”理

论。

28.B.手阳明大肠经循行于下齿中，故下牙痛多与手阳明大肠经有关。

29.C.阳跷脉到达目内眦后，上行入发际，下达耳后，与足少阳胆经会合于项后。

30.D.任脉行腹面正中线，其脉多次与足三阴经及阴维脉交会，能总任阴脉之间的相互联系，

调节阴经气血，故称“阴脉之海”。

31.D.经脉与络脉的区别，历代医家有不同看法，但据经与络循行实际，当以“经为主干，

络为分支”为准则。

32.A.奇经八脉中不存在表里关系，对内与脏腑也没有直接的属络关系，故阳跷脉与阴跷脉

不具表里关系。

33.B.十二经别进人体腔后，表里两经经别相并而行，浅出体表时阴经经别又合于阳经经别，

一起注入阳经，有加强十二经脉中表里两经在体内的联系作用。

34.B.手太阴肺经是十二经气血流注的起始，由于全身气血皆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所化生，

故肺经起于中焦。

35.B.在内踝尖上八寸以下，循行于内侧前缘的经脉是足厥阴肝经。

36.C.足三阳经的走向规律是从头走足。37.B.手太阳经、足太阳经、阴跷脉及阳跷脉均到达

目内眦，而任脉只到达目眶下，不经过目内眦。

38.C.阴跷脉与阳跷脉会于目内眦。

39.E.循行经过寸口的经脉是手太阴肺经。40.D.带脉的起点在季胁处。

41.A.冲脉被称为“血海”。

42.C.冲脉又被称为“十二经脉之海”。43.C.带脉主司妇女带下。



二、A2 型题

1.C.腰脊绕腹属带脉循行部位，产后子宫脱垂、带下增多为带脉病变所致。

2.E.足太阳经行于头顶和头后部，下行到项部。故头痛，后头部尤甚，下连项部，属于太阳

经的病变。

3.B.足少阳经主要行于侧头部，入耳中；且大怒易引起肝气亢逆，可累及足少阳胆经。故此

病治疗时应取足少阳经。

4.D.足厥阴经循行抵小腹，分布于胁肋部，上行连接目系，与督脉会于巅顶。故此病在足厥

阴经。

5.E.足少阴经入足跟部，经过腘窝内侧，至腰部，属肾，络膀胱。腰膝酸软为肾虚所致。此

病在足少阴经。

6.C.水肿下肢明显属肾脏病变，心慌气喘不能平卧为肾不纳气所致，小便量少为肾气不能蒸

化。足少阴经属肾，故该患者病属足少阴经。

7.D.足厥阴经绕阴器，抵小腹，分布于胁肋部。故此病属足厥阴经病变。

三、B1 型题

1.B.经别，是从十二正经别出的经脉。

2.E.经筋，是十二经脉之气结、聚、散、络于筋肉关节的体系，属经络系统的外连部分。

3.C.手的三条阴经行上肢内侧，其中太阴在前。

4.E.足的三条阴经行下肢内侧，其中少阴在后。

5.D.足阳明胃经从耳前，沿发际，到额前。

6.E.手太阴肺经循行不上头面部。

7.B.手少阳三焦经为手三阳经之一，手三阳经的走向是“从手走头”。

8.D.足厥阴肝经为足三阴经之一，足三阴经的走向是“从足走腹”。

9.A.手阳明大肠经与手太阴肺经相表里，手阳明经属大肠络肺。

10.D.足少阳胆经在足大趾爪甲后丛毛处，交于足厥阴肝经。

11.C.足厥阴肝经一分支，从肝分出，穿膈入肺，交于手太阴肺经。

12.E.手太阳小肠经与足太阳膀胱经交接于目内眦。

13.A.任脉起于胞中，与女子月经来潮及妊养、生殖机能有关。

14.D.带脉主司妇女带下，带脉亏虚，不能约束经脉，多见带下病。

15.B.足三阴、足三阳经经别上行经腹、胸，均与胸腔内的心脏相联系，可加强足三阴、足

三

阳经脉与心脏的联系。

16.E.十二经脉的别络多行身体浅表部位，从肘膝关节以下分出后，均走向相表里的经脉，

并与其络相通，维系表里两经在体表的联系。

17.E.别络是经脉分出的支脉，从别络再分出无数细小的络脉，别络对这些细小络脉起主导

作用。

18.C.奇经八脉对十二经气血进行双向性涵蓄和调节，十二经气血满溢时，溢入奇经，蓄以

备用；十二经气血不足时，奇经中涵蓄的气血则溢出补充十二经气血的不足。

19.A.督脉在项后风府穴进入颅内，络脑。



20.D.冲脉从少腹输注于肾下，浅出气街。

21.C.手太阴经循行经过寸口。

22.E.手少阴经连于目系。

四、C 型题

1.C.任督两条经脉，均起于胞中而下出会阴。

2.B.任脉的“任”，有妊养之意。任脉循行起于胞中，具有妊养胞胎的作用。

3.D.阳明经行于面部，其中足阳明行额部，故阳明经头痛与后头、项部及头侧无明显关系。

4.A.足太阳经行头顶和头后，其直行者，在入颅络脑后，下行至项部，故其头痛可见于后头

及项部。

5.C.手少阴心经一分支，夹食道上行，连于目系；足厥阴肝经，向上进入鼻咽部后，上行连

接目系。故心经和肝经两条经脉，均连目系。

6.D.手少阴心经与足厥阴肝经均未直接入于耳中。

7.C.按十二经脉流注次序，足厥阴肝经上接足少阳胆经，下接手太阴肺经。

8.B.按十二经脉流注次序，手少阳三焦经下接足少阳胆经。

9.D.任脉和冲脉循行均仅至目眶下，而未到达目内眦。

10.C.任脉从咽喉，上行至下颌，环绕口唇；冲脉则从胸上行，经喉而环绕口唇。

11.A.足太阳膀胱经分布于躯干背部，在下肢主要行于后侧外缘，没有到达外侧前缘。

12.B.足阳明胃经行胸腹部，下肢外侧前缘。

13.C.足厥阴肝经，在内踝尖上八寸以下，循下肢内侧前缘，至内踝尖上八寸处，交出足太

阴脾经之后，行于下肢内侧中线。足太阴脾经，沿小腿内侧正中线上行，至内踝尖上八寸处，

交出足厥阴肝经之前，沿大腿内侧前缘上行。

14.C.见上题。

15.C.阳跷脉与足少阳胆经会合于项后，阳维脉起于外踝下，与足少阳胆经并行，二者与足

少阳胆经均有联系。

16.D.阳跷脉与阳维脉在循行过程中与肝经均无直接联系，只有阴维脉在胁部与足厥阴肝经

相合。

17.C.足厥阴肝经在头顶与督脉及足太阳膀胱经交会于百会穴。

18.A.足太阳膀胱经直行者，入颅络脑后，回出下项，下行与督脉交会大椎穴。

19.C.足太阳膀胱经起于目内眦，手太阳小肠经面颊部的分支，行目眶下，至目内眦。

20.B.手太阳小肠经一分支，从缺盆分出，沿颈上面颊，至目外眦，后入耳中。

21.C.足少阳胆经起于目外眦，其分支从耳后完骨，经翳风穴进入耳中。

22.C.手太阳小肠经分支，从颈上面颊，至目外眦后，退行进入耳中。

23.C.督脉与任脉循行中皆环绕口唇。

24.C.督脉与任脉皆起于胞中。

25.C.“足少阴循喉咙，系舌本”，“足太阴……连舌本，散舌下”，均与舌有联系。

26.C.足太阴脾经在心中与手少阴经交接，足少阴肾经络心，均与心脏有联系。

27.C.手太阳小肠经和手少阳三焦经均循行于上肢外侧。

28.D.循行于上肢内侧的是手三阴经，手太阳和手少阳皆不至。



29.C.手少阴心经属心，足太阴脾经在心中与手少阴经交接，二者均经过心脏。

30.B.足太阴脾经属脾，手少阴心经循行不经过脾脏。

五、X 型题

1.ABCE.经络学说是古人长期的医疗经验总结，古人在对施行针灸、导引、推拿等时所出现

的经络现象及病理情况下所出现的经络病症的观察过程中，以及对穴位主治作用的归纳中，

积累丰富经验，并依据当时的解剖知识，加之古代哲学阴阳五行学说的渗透影响，逐渐形成

经络学说。

2.ABCDE.以十二经脉为主体的经络系统，具有沟通联系、感应传导及运输、调节等基本机

能。

3.BCDE.足厥阴肝经夹胃两旁，属肝络胆，注入于肺，交于手太阴肺经。

4.ABD.阴跷脉和阳跷脉均到达目内眦，并在目内眦与手足太阳经相会。

5.ABCDE.任脉、冲脉均经喉，上达于面，环绕口唇，至目眶下﹔胃经入上齿中，还出夹口，

环绕口唇；大肠经入下齿中，还出夹口，上交人中；肝经从目系分出，下行颊里，环绕口唇

的里边。

6.BCD.手三阳经行于肩部和肩胛部。

7.BCDE.心经从心系出来，退回上行经过肺；肾经从肾上行者，穿过肝和膈肌，进人肺；肝

经从肝分出，穿膈注肺；大肠经络肺。

8.ABC.足阳明胃经沿大腿前侧下行，过膝膑，向下沿胫骨前沿至足背，入第二趾外侧端；

分支从足三里分出，下行入中趾外侧端；从足背分出，前行入大趾内侧端，交足太阴脾经。

9.AC.手足三阳经与督脉交会于大椎。

10.BDE.手太阳经主要行于面颊部；足太阳经行于头顶和后头部。

11.ABDE.足少阴肾经沿内踝后入足根部；行小腿内侧后缘；穿过脊柱至腰部属肾络膀胱；

从肾上行，穿过肝、隔，入肺沿喉到舌根两旁。

12.ABC.督脉起于胞中，下出会阴，沿脊柱内上行；冲脉一分支，从胞中分出，与督脉通，

上行脊柱内；足少阴肾经，沿股内侧后缘入脊内。

13.ABC.手少阳三焦经一分支，从耳后分出，入耳中，出耳前；手太阳小肠经分支，从缺盆

上面颊，至目外眦后，退行入耳中；足少阳胆经一分支从耳后分出，经翳风穴入耳中，出耳

前。

14.ACE.足厥阴肝经沿大腿内侧中线入阴毛中，绕阴器，抵小腹，夹胃，属肝络胆，穿膈，

布胁肋。

15.ABCE.足少阴肾经，属肾络膀胱，从肾上行，穿过肝和膈，入肺中，从肺分出，络心，

注胸中，下接手厥阴心包经。

16.BD.手阳明大肠经入下齿中，足阳明胃经入上齿中。

17.CE.任主胞胎，冲为“血海”，二脉均与女子月经来潮及妊养胎儿密切相关。

18.DE.足太阳膀胧经，从头顶分出，后行至枕骨处，入颅络脑；督脉行脊柱内，至项后风府

穴入颅络脑。

19.ADE.足三阴经与阴维脉、冲脉均会于任脉。

20.ABCE.带脉起于季胁，斜向下到带脉穴，绕身一周，环行于腰腹部，不与任何脏腑相连



接。而督、任、冲三脉皆起于胞中，督脉循行中还络肾上贯心。三焦经属三焦络心包。

21.ABDE.足阳明胃经入缺盆，从缺盆出体表，沿乳中线下行；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

经均在入大椎穴后，再前行入缺盆；足少阳胆经，左右交叉于大椎后，分开前行入缺盆。而

膀胱经不入缺盆。

22.ABCDE.足三阴经从足走胸腹，行躯干腹面；足阳明胃经行腹面（乳中线）；任脉行胸腹

正中；冲脉从气街部起与足少阴经相并，夹脐上行，散布于胸中。

23.ADE.冲脉从少腹输注肾下，浅出气街；足阳明胃经直行者，沿乳中线下行，至气街；足

少阳胆经络肝属胆后，沿胁里浅出气街。

24.ACE.冲脉能通受十二经气血，并能容纳和调节十二经脉及五脏六腑之气血，称“十二经

脉之海”《灵枢·动输》）和“五脏六腑之海”《灵枢·逆顺肥瘦》）；冲脉还与以血为基础的

女子月经及孕育功能有关，故又称“血海”《灵枢·海论》）。

25.ACDE.足阳明胃经属胃；足太阴脾经络胃；手太阳小肠经到达胃部；手太阴肺经还循胃

口。

26.ABCE.足太阴脾经注心中；足少阴肾经络心注胸中；手少阴心经属心络小肠；手太阳小

肠经属小肠络心。

27.AD.任脉的主要生理机能为:调节阴经气血，为阴脉之海；主胞胎，与女子月经来潮及妊

养、生殖功能有关。

28.BCDE.督脉在项后入颅内，经头顶、额、鼻到上唇系带处；分支直上贯脐中央，贯心到

喉，

上达下颌部。

29.ABCDE.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在足大趾内侧端相交接；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在足

大趾爪甲后丛毛处相交接；冲脉分支，从内踝后分出，斜入足背，至足大趾。

30.BD.阳跷脉起于足外踝下膀胱经的申脉穴；阳维脉起于足外踝下膀胱经的金门穴。

31.ABC.任、督、冲三脉，同起于胞中，“一源而三歧”。

32.ABCDE.足三阴经、冲脉、阴跷脉均走行于下肢内侧。

33.ABC.足太阳经、足厥阴经和督脉交会于巅顶。

34.ABC.循行经过目内眦的经脉有手太阳经、足太阳经和足阳明经。任脉只到达目眶下，手

少阳经循行经过目外眦。

35.ABC.手、足少阳经交接于目外眦。手太阳经分支到达目外眦。

36.ABCE.足少阴经循行于足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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