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论

习 题

一、A1 型题

1.中医学的学科属性是（ ）

A.属于自然科学与思维科学相结合的范畴 B.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

C.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 D.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

E.属于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多学科知识交融的科学

2.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时期是（ ）

A.先秦秦汉 B.两晋隋唐

C.宋金元 D.明清

E.近代

3.既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继续发展基石的书

籍是（ ）

A.《黄帝内经》 B.《伤寒杂病论》

C.《神农本草经》 D.《难经》

E.《针灸甲乙经》

4.最早提出“四气五味”药性理论的是

A.《黄帝内经》 B.《伤寒杂病论》

C.《神农本草经》 D.《难经》

E.《本草纲目》

5.最早提出“七情和合”药物配伍理论的是（ ）

A.《黄帝内经》 B.《伤寒杂病论》

C.《神农本草经》 D.《难经》

E.《本草纲目》

6.确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是（ ）

A.《黄帝内经》 B.《伤寒杂病论》

C.《神农本草经》 D.《难经》

E.《本草纲目》

7.中医学理论发展最活跃的时期是（ ）

A.先秦秦汉 B.两晋隋唐

C.宋金元 D.明清

E.近代

8.最早提出“六气病源说”的是（ ）

A.《黄帝内经》 B.《伤寒杂病论》

C.《神农本草经》 D.《难经》

E.《左传》

9.最早提出以解剖方法直接观察人体的是（ ）



A.《黄帝内经》 B.《伤寒杂病论》

C.《神农本草经》 D.《难经》

E.《左传》

10.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是（ ）

A.《黄帝内经》 B.《伤寒杂病论》

C.《神农本草经》 D.《难经》

E.《针灸甲乙经》

11.金元四大家中“寒凉派”的代表人物是（ ）

A.刘完素 B.张元素

C.李杲 D.朱震亨

E.张从正

12.金元四大家中“攻邪派”的代表人物是（ ）

A.刘完素 B.张元素

C.李杲 D.朱震亨

E.张从正

13.金元四大家中倡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是（ ）

A.刘完素 B.张元素

C.李杲 D.朱震亨

E.张从正

14.金元四大家中倡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的是（ ）

A.刘完素 B.张元素

C.李杲 D.朱震亨

E.张从正

15.明清时期温病学家中创建“卫气营血”辨证体系的是（ ）

A.叶桂 B.刘完素

C.吴瑭 D.薛雪

E.吴又可

16.明清时期温病学家吴塘的代表作是（ ）

A.《温热论》 B.《湿热条辨》

C.《诸病源候论》 D.《温疫论》

E.《温病条辨》

17.金元时期易水学派的代表人物是（ ）

A.刘完素 B.张从正

C.李杲 D.朱震亨

E.张元素

18.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医家是（ ）

A.张从正 B.张仲景

C.张介宾 D.赵献可



E.吴有性

19.改正了古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并发展了瘀血理论的医家是（ ）

A.叶天士 B.王清任

C.王叔和 D.刘完素

E.张介宾

20.《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主要反映了（ ）

A.人体自身的完整性 B.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C.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D.辨证论治

E.以上都不是

21.《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所说的“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说明

了（ ）

A.人体自身的完整性 B.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C.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D.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E.社会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22.《灵枢·五癃津液别》所说“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说明了（ ）

A.人体自身的完整性 B.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C.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D.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E.社会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23.《素问·疏五过论》所说“尝贵后贱”可致“脱营”病，体现了（ ）

A.人体自身的完整性 B.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C.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D.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E.社会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24.以下属于“证候”的是（ ）

A.痢疾 B.角弓反张

C.心脉痹阻 D.恶寒发热

E.脉象沉迟

25.以下属于“疾病”的是（ ）

A.痢疾 B.角弓反张

C.心脉痹阻 D.恶寒发热

E.脉象沉迟

26.以下属于“体征”的是（ ）

A.痢疾 B.胸闷心悸

C.心脉痹阻 D.恶寒发热

E.脉象沉迟

27.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 ）

A.整体观念 B.辨证论治

C.气一元论 D.阴阳学说

E.五行学说



28.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是（ ）

A.《黄帝内经》 B.《难经》

C.《伤寒杂病论》 D.《诸病源候论》

E.《脉经》

29.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思维方法是（ ）

A.直接观察法 B.解剖分析法

C.整体观察法 D.逻辑演绎法

E.取象比类法

30.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是（ ）

A.《脉经》 B.《诸病源候论》

C.《千金要方》 D.《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E.《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31.在病因学方面提出“三因学说”的医家是（ ）

A.张机 B.钱乙

C.巢元方 D.陈言

E.李杲

32.明清时期温病学家中创建“三焦”辨证理论的是（ ）

A.叶桂 B.王孟英

C.吴瑭 D.薛雪

E.吴又可

33.根据“脉应四时”的理论，夏季的主脉是（ ）

A.弦 B.洪 C.毛

D.石 E代

34.中医学整体观念形成的哲学基础是（ ）

A.天人一体观 B.气一元论

C.形神一体观 D.五脏一体观

E.阴阳对立统一

35.下列哪—项属于中医学的主要特点（ ）

A.治病求本 B.标本同治

C.辨证论治 D.审因论治

E.三因制宜

二、B1 型题

A.《黄帝内经》 B.《难经》 C.《伤寒杂病论》

D.《神农本草经》 E.《脉经》

1.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是（ ）

2.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是（ ）

A.13首 B.280首 C.112首

D.269首 E.365首



3.《黄帝内经》中所载方剂为（ ）

4.《伤寒杂病论》中所载方剂为（ ）

A.张机 B.王叔和 C.陈言

D.张介宾 E.孙思邈

5.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医家是（ ）

6.系统阐述三因学说的医家是（ ）

A.寒凉派 B.滋阴派 C.攻邪派

D.补土派 E.温补派

7.“治病以汗吐下三法为主”者为（ ）

8.强调“百病皆因火热而致”者为（ ）

A.叶桂 B.刘完素 C.吴瑭

D.薛雪 E.吴有性

9.提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者是（ ）

10.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者是（ ）

A.《医林改错》 B.《温病条辨》 C.《中国医学大成》

D.《医学衷中参西录》 E.《千金要方》

11.中西汇通的代表作为（ ）

12.20世纪 30年代曹炳章主编的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一部巨著是（ ）

三、C 型题

A.《脉经》 B.《伤寒杂病论》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是（ ）

2.创立了辨证论治的诊治理论的是（ ）

A.《伤寒论》 B.《金匮要略》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3.《伤寒杂病论》是指（ ）

4.由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可称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的方书是（ ）

A.千般疢难，不越三条 B.五志过极皆为热甚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5.南宋陈言对病因的认识包括（ ）

6.刘完素对病因的认识包括（ ）

A.温补脾胃法 B.汗、吐、下三法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7.“攻邪派”的治病方法有（ ）

8.“寒凉派”的治病方法有（ ）

A.滋阴降火 B.苦寒泻火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9.“滋阴派”在治疗上主要倡导（ ）



10.“补土派”在治疗上主要倡导（ ）

A.《格致余论》 B.《脾胃论》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1.李杲的代表作为（ ）

12.刘完素的代表作为（ ）

A.张介宾 B.赵献可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3.明代对命门学说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医家是（ ）

14.明代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医家是（ ）

A.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

B.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

C.二者皆是 D.二者皆非

15.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的贡献有（ ）

16.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贡献有（ ）

四、X 型题

1.下列哪些医学专著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确立（ ）

A.《黄帝内经》 B.《难经》

C.《伤寒杂病论》 D.《神农本草经》

E.《脉经》

2.中医学的科学知识体系中涵括了（ ）

A.自然科学的知识 B.人类文化的知识

C.社会科学的知识 D.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

E.兵法学方面的知识

3.中医学基础理论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

A.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B.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的认识

C.中医学对疾病及其防治的认识 D.中医学的思维方法

E.中医学对宇宙变化的认识

4.不是人体自身整体性的中心的是（ ）

A.五脏 B.六腑 C五体

D.五官 E.经络

5.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主要体现于（ ）

A.人体自身的整体性 B.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C.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D.人与精神情志的统一性

E.人体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整体

6.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是（ ）

A.整体观念 B.恒动观念 C.辩证观念

D.辨证论治 E.治病求本

7.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包括（ ）



A.有利的社会文化背景 B.医药知识的积累

C.对人体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观察 D.古代哲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

E.对天文、地理的认识

8.《温疫论》对温疫病的病因的认识包括（ ）

A.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 B.多从口鼻而入，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大流行

C.症状、病程多类似 D.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

E.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多各不相同

9.下列医家属于宋金元时期者有（ ）

A.陈言 B.刘完素 C.张元素

D.张介宾 E.朱震亨

10.中医学辨证思维的主要内容为（ ）

A.辨病因 B.辨病位 C.辨病性

D.辨病之传变 E.辨体质

11.相同的疾病而治疗不同，主要是依据（ ）

A.发病的时间不同 B.发病地域不同

C.疾病的阶段不同 D.疾病的类型不同

E.病人的体质有异

12.下列哪些属于中医学“证”的范畴（ ）

A.恶心呕吐 B.肝阳上亢 C.感冒

D.舌苔薄黄 E.心脉痹阻

13.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要体现于（ ）

A.以五脏为中心的结构与功能的完整统一 B.人体的生命活动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C.人的形体与精神的相互依附，不可分割 D.人体与自然环境的息息相关

E.人体与社会环境的息息相关

参考答案

一、A1 型题

1.E.中医学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

2.A.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先秦至秦汉时期。

3.A.《黄帝内经》的成书，既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与实

践方面继续发展的基石。

4.C.《神农本草经》首次记载了药物的四气五味理论。

5.C.《神农本草经》首次记载了药物的七情和合配伍理论。

6.B.《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7.C.宋金元时期，出现了金元四大家等学术流派，堪称中医学理论发展最活跃的时期。

8.E.《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秦国名医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了“六气病源说”，以解释疾

病的发生原因。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



9.A.《灵枢·经水》说:“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解剖方法即属于直接观察法。

10.E.晋代皇甫谧所著的《针灸甲乙经》虽明显晚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

《足臂十一脉灸经》及《针经》（ 即《灵枢经》），但因其专论经络、针灸，故被称为现存最

早的针灸学专著。

11.A.刘完素倡言“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用药善用寒凉，故称为寒凉派的

代表。

12.E.张从正倡言邪非人身所有，“邪去则正安”，善用汗、吐、下三法祛邪，故称为攻邪派

的代表。

13.D.朱震亨倡言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倡导“滋阴降火”，故称为滋阴派

的代表。

14.C.李杲提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擅长补养脾胃，后世称为补土派的代表。

15.A.叶桂在其《温热论》中提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体系。

16.E.吴瑭撰《温病条辨》，提出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体系。

17.E.张元素（字洁古）为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后人称为张易水，为李杲的老师。

18.C.张介宾〔字景岳）不同意朱震亨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提出“阳非有余”

“真阴不足”的观点，强调肾阴、肾阳的重要性。

19.B.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指出当时解剖方面的错误，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

20.B.《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主要反映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性。人体气血的流动受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出现“四时平脉”。

21.D.《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所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说明了

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人体之气的盛衰受昼夜气候变化的影响。

22.B.《灵枢·五癃津液别》所说“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说明自然环境对

人体生理产生影响，而人体做出的适应性调节。

23.E.《素问·疏五过论》所说“尝贵后贱”可致“脱营”病，以及“尝贫后富”致“失精”

病，皆体现了社会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24.C.心脉痹阻，是真心痛类疾病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

25.A.痢疾，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所导致的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故属“疾病”。

26.E.脉象，是由医生检查出的临床征象，不属病人自身的异常感觉和行为，故属“体征”。

27.A.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

28.A.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是《黄帝内经》。

29.C.整体观察法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思维方法。

30.B.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是《诸病源候论》。

31.D.陈言（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提出了“三因学说”。

32.C.吴瑭·撰《温病条辨》，提出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体系。

33.B.根据“脉应四时”理论，四季的主脉分别是“春弦、夏洪、秋毛、冬石”。

34.B.中国古代哲学“气一元论”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形成的理论基础。

35.C.中医学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二、B1 型题

1.B.《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

2.D.《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3.A.《黄帝内经》中所载方剂为 13首。

4.D.《伤寒杂病论》中所载方剂为 269首（《伤寒论》载方 112首，《金匮要略》载方 262首，

扣除两书的重复者，共 269首）。

5.A.东汉医家张机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提出“千般痰难，不越三条”的说法。

6.C.陈言（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

伤为内因，而饮食所伤、叫呼伤气等为不内外因。系统阐述了三因学说。

7.C.以张从正为代表的“攻邪派”提出邪非人身所有，“邪去正自安”，治病以汗、吐、下三

法攻邪为主。

8.A.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寒凉派，倡导火热论，认为百病皆因火热，故在治疗中力主以寒凉清

热。

9.E.吴有性，字又可，著《温疫论》，创“戾气”说。他指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

一般的六淫病邪。

10.A.叶桂在《温热论》中阐明了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即“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

心包”，并创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

11.D.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为中西汇通的代表作。

12.C.20世纪 30年代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

三、C 型题

1.A.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

2.B.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辨证论治理论。

3.C.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后经王叔和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

部分。

4.D.由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可称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的是《千金方》（包括《千金要

方》和《千金翼方》）。

5.D.南宋陈言（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提出了“三因学

说”。而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是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6.B.刘完素对病因的认识包括“六气皆从火化”与“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在治疗中力主

以寒凉清热，后人称其为“寒凉派”。

7.B.以张从正为代表的“攻邪派”提出邪非人身所有，“邪去正自安”，治病以汗、吐、下三

法攻邪为主，故后人称其为“攻邪派”。

8.D.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寒凉派”对病因的认识包括“六气皆从火化”与“五志过极皆为热

甚”，故在治疗中力主以寒凉清热。

9.A.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在治疗上主要倡导滋阴降火。

10.D.以李杲为代表的“补土派”在治疗上主要倡导温补脾胃。

11.B.李杲的代表作主要为《脾胃论》。

12.D.刘完素的代表作主要为《素问玄机原病式》。



13.C.明代对命门学说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医家是张介宾与赵献可。

14.D.明代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医家是吴又可。

15.C.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并发展了瘀血理

论。

16.D.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是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作，他认为中西医互有优劣，

殊途同归，主张汲取西医之长以发展中医。

四、X 型题

1.ABCD.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

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确立。

2.ABCDE.中医学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相交融的科学知识体系。

因此，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亦具有浓厚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

3.ABC.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的认识、

中医学对疾病及其防治的认识三部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属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而中医学

对宇宙变化的认识不属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

4.BCDE.人体虽由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构成，且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在结构上彼此

衔接、沟通。但同时也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的联络

作用，构成了由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

5.ABC.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主要体现于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人与

社

会环境的统一性等方面。

6.AD.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

7.ABCD.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主要包括有利的社会文化背景、医药知识的积累、对人

体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古代哲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四个方面。有利的社会文化背景

已经包含了对天文、地理的认识。

8.ABCDE.吴有性在《温疫论》中创“戾气”说，对温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见。他指出，温

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人”，往往递相传染，形成

地域性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

但多各不相同。

9.ABCE.南宋陈言（字无择）著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系

统阐述了三因理论。而刘完素、朱震亨等人，为金元时期医家，属于“金元四大家”，张元

素为李杲的师父，亦为金元时期医家。张介宾（字景岳）则为明代医家。

10.ABCD.中医学辨证的主要内容为辨病因、辨病位、辨病性、辨病之传变等方面。

11.ABCDE.相同的疾病治疗不同即同病异治，其主要依据为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所处

的疾病的阶段或类型不同，或病人的体质不同，故反映出的证候不同，因而治疗也就有异。

12.BE.证，即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

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肝阳上亢、心

脉痹阻属于中医学证的范畴，而恶心呕吐属于症状，舌苔薄黄属于体征，感冒则属于疾病的



范畴。

13.AC.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主要体现于五脏一体观和形神一体观两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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