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脉诊

习 题

一、A 型题

1.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是（ ）

A.《难经》 B.《濒湖脉学》 C.《脉诀汇辨》

D.《脉经》 E《脉理求真》

2.《脉经》的作者是（ ）

A.李时珍 B.华佗 C.王叔和

D.张仲景 E.张景岳

3.脉象的形成，与下述哪项关系最密切（ ）

A.脾胃运化 B.肺朝百脉 C.心与血脉

D.肝主疏泄 E.肾精盈亏

4.下列诊脉方法中属于互相参照的比较诊法是（ ）

A.遍诊法 B.人迎寸口诊法 C.仲景三部诊法

D.寸口诊法 E.三部九候诊法

5.寸口脉分候脏腑，下列哪项不正确（ ）

A.左寸候心与膻中 B.左关候脾胃 C.左尺候肾与膀胱

D.右寸候肺与胸中 E.右尺候肾与大肠、命门

6.以浮、中、沉分候脏腑的方法，一般地左手中取候（ ）

A.心 B.肺 C.脾

D.肝 E.肾

7.诊脉时三指平齐，略呈弓形倾斜，与受诊者体表角度约呈（ ）

A.30° B.45° C.60°

D.75° E.90°

8.对诊脉选指的下列说法，哪项不正确（ ）

A.选用左或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B.三指指端平按

C.手指略呈弓形倾斜 D.手指与受诊者体表呈 45°角

E.以指目紧贴于脉搏处

9.下列哪项非正常脉象的主要特征（ ）

A.流利圆滑 B.节律一致 C.不浮不沉

D.不大不小 E.从容和缓

10.脉有胃气最主要的表现是（ ）

A.脉位居中，不浮不沉 B.脉率调匀，不快不慢

C.脉力充盈，不强不弱 D.脉体适中，不大不小

E.脉势从容、徐和、软滑

11.平人四季有胃气的平脉是（ ）

A.春弦、夏钩、秋毛、冬石 B.春弦、夏毛、秋钩、冬石



C.春钩、夏弦、秋毛、冬石 D.春钩、夏弦、秋石、冬毛

E.春毛、夏钩、秋石、冬毛

12.浮脉的脉象特征是（ ）

A.轻取即得，细软无力 B.轻取即得，中空外软

C.轻取即得，中空外坚 D.举之有余，按之则无

E.举之有余，按之不足

13.《内经》中所称的“毛脉”是指（ ）

A.浮脉 B.滑脉 C.洪脉

D.微脉 E.虚脉

14.浮取散漫，中候似无，沉候不应，并常伴有脉律、脉力不匀的脉象是（ ）

A.革脉 B.釜沸脉 C.芤脉

D.散脉 E.微脉

15.散脉不属于（ ）

A.浮脉类 B.脉律不齐类 C.虚脉类

D.有根脉 E.无根脉

16.芤脉的脉象特征是（ ）

A.脉位浅表，软细无力 B.浮取搏指，中空外坚

C.浮大中空，如按葱管 D.浮大中空，如按鼓皮

E.浮取无力，按之无根

17.见于突然出血过多，血量骤减的脉象是（ ）

A.动脉 B.涩脉 C.芤脉

D.浮脉 E.伏脉

18.临床上革脉不见的病证是（ ）

A.亡血 B.亡阳 C.失精

D.半产 E.漏下

19.沉脉最突出地表现在（ ）

A.脉位较深 B.脉形粗大 C.脉势较强

D.脉力较大 E.脉形较长

20.沉脉的脉象特征是（ ）

A.轻取不应，重按无力 B.轻取不应，重按模糊

C.轻取不应，重按细软 D.轻取不应，重按实大弦长

E.轻取不应，重按始得

21.《内经》中所称的“石脉”是指（ ）

A.伏脉 B.牢脉 C.沉脉

D.革脉 E.实脉

22.浮取、中取均不见，用重指力直接按至骨上，推动筋肉才能触到脉动者是（ ）

A.沉脉 B.伏脉 C牢脉

D.微脉 E.短脉



23.为沉、弦、大、实、长五种脉象之复合脉的是（ ）

A.沉脉 B.实脉 C.伏脉

D.牢脉 E.弦脉

24.常见于阴寒内盛及疝气癥积的脉象是（ ）

A.紧脉 B.牢脉 C.迟脉

D.沉脉 E.涩脉

25.下列哪种情况不见迟脉（ ）

A.寒邪侵袭 B.阳气亏损 C.阴虚内热

D.邪热结聚 E.正常人

26.缓脉不见于（ ）

A.正常人 B.脾胃虚弱 C.阳虚湿困

D.湿邪内阻 E.阴寒积聚

27.数脉的脉象特征是（ ）

A.脉来急速，一息七至以上 B.脉来急促，一息五~七至

C.厥厥动摇，一息五至以上 D.脉来滑数，一息四五至

E.一息五至以上，时而一止

28.三部脉举之无力，按之空豁，应指松软的脉是（ ）

A.细脉 B.虚脉 C.散脉

D.芤脉 E.浮脉

29.三部脉举按皆充实有力，其势来去皆盛的脉象是（ ）

A.实脉 B.洪脉 C.革脉

D.弦脉 E.紧脉

30.脉体宽大，充实有力，来盛去衰的脉象是（ ）

A.洪脉 B.浮脉 C.大脉

D.实脉 E.长脉

31.脉细如线，应指明显的脉象是（ ）

A.濡脉 B.弱脉 C.细脉

D.微脉 E.弦脉

32.二十八脉中称为“软脉”的是（ ）

A.濡脉 B.弱脉 C.散脉

D.虚脉 E.伏脉

33.常只显于关部，寸与尺脉多不显的脉象是（ ）

A.促脉 B.短脉 C.动脉

D.伏脉 E.微脉

34.脉往来流利，应指流畅，如盘走珠是（ ）

A.动脉 B.弦脉 C.滑脉

D.数脉 E.散脉

35.见于关部，滑数有力而动摇不定的脉象是（ ）



A.数脉 B.滑脉 C.短脉

D.动脉 E.促脉

36.由于惊恐、疼痛等导致阴阳不和，气血运行乖乱，可见（ ）

A.促脉 B.结脉 C.滑脉

D.数脉 E动脉

37.脉形较细，脉势不畅，如“轻刀刮竹”的脉象是（ ）

A.紧脉 B.涩脉 C.结脉

D.短脉 E.濡脉

38.下列哪项不是涩脉的主病（ ）

A.气滞 B.血瘀 C.湿邪阻滞

D.痰食内停 E.精伤血少

39.下列哪项非弦脉的脉象特征（ ）

A.脉来绷急 B.端直以长 C.如按琴弦

D.从中直过 E.挺然指下

40.胃气衰败的脉象特征最可能的是（ ）

A.弦而软 B.弦而硬 C.弦而缓

D.弦而数 E.弦而滑

41.紧脉的特征是（ ）

A.如按鼓皮 B.如循刀刃 C.浮而搏指

D.绷急弹指 E.浮而数急

42.下列哪项不是相反的两种脉象（ ）

A.紧脉与缓脉 B.动脉与短脉 C.散脉与牢脉

D.洪脉与细脉 E.滑脉与涩脉

43.动脉是由下列哪项中的因素复合而成的（ ）

A.沉、细、软 B.浮、细、软 C.滑、数、短

D.沉、数、短 E.沉、实、大

44.下列哪项非真脏脉的称谓（ ）

A.怪脉 B.死脉 C.绝脉

D.危脉 E.败脉

45.妇人月经病的脉象变化主要体现在（ ）

A.左寸脉 B.右寸脉 C.左关脉

D.右关脉 E.两尺脉

46.沉迟脉多见于（ ）

A.里寒证 B.气滞证 C.饮停证

D.血瘀证 E.阴亏证

二、B 型题

A.扁鹊 B.李时珍 C.王叔和 D.张景岳

E.李士材 F.李延 G.周学霆 H.黄宫绣



1.《濒湖脉学》的作者是（ ）

2.《三指禅》的作者是（ ）

3.《脉理求真》的作者是（ ）

A.耳前动脉 B.两侧颞动脉 C.两颊动脉

D.手阳明大肠经的动脉处 E.手少阴心经的动脉处

F.手太阴肺经的动脉处 G.足少阴肾经的动脉处

4.遍诊法的上部天指的是（ ）

5.遍诊法的中部人指的是（ ）

6.遍诊法的下部地指的是（ ）

A.脉律整齐，柔和有力 B.从容、徐和、软滑

C.不浮不沉，不快不慢 D.不大不小，不强不弱

E.尺脉有力，沉取不绝

7.脉有胃气最主要的表现是（ ）

8.脉有神气最主要的表现是（ ）

9.脉有根基最主要的表现是（ ）

A.十六种 B.二十四种 C.二十六种

D.二十七种 E.二十八种

10.《伤寒杂病论》中记载脉象数为（ ）

11.《景岳全书》中记载脉象数为（ ）

12.《三指禅》中记载脉象数为（ ）

A.外感风寒 B.外感风热 C.虚人外感

D.虚阳外越 E.外感实证

13.脉浮而有力者是（ ）

14.脉浮数者是（ ）

15.脉浮紧者是（ ）

A.浮而搏指，中空外坚 B.浮而无力，按之空虚

C.浮大中空，应指而软 D.应指浮大而中空

E.浮而细软无力

16.芤脉的特征是（ ）

17.革脉的特征是（ ）

18.芤脉与革脉的相同特征是（ ）

A.脉来一息四至 B.脉来一息四五至 C.脉来一息五六至

D.脉来一息五~七至 E.脉来一息七八至

19.缓脉的特征是（ ）

20.数脉的特征是（ ）

21.疾脉的特征是（ ）

A.脉体宽大，浮而搏指 B.脉体宽大有力，状若波涛汹涌

C.脉体宽大，但脉来无汹涌之势 D.脉体宽大，浮大中空



E.脉体宽大，但按之力不足

22.洪脉的特征是（ ）

23.大脉的特征是（ ）

A.浮细无力而软 B.脉细如线，应指明显

C.极细极软，按之欲绝 D.沉细无力而软

E.脉来缓慢，时有中止

24.弱脉的特征是（ ）

25.濡脉的特征是（ ）

26.微脉的特征是（ ）

A.细脉与濡脉 B.濡脉与迟脉 C.弱脉与短脉

D.弱脉与微脉 E.微脉与芤脉

27.多见于气血两虚及阳气虚衰的是（ ）

28.既见于气血两虚证，又见于湿证的是（ ）

A.数而时止，止无定数 B.数而时止，止有定数

C.缓而时止，止无定数 D.缓而时止，止有定数

E.乍疏乍密，如解乱绳状

29.结脉的特征是（ ）

30.代脉的特征是（ ）

31.促脉的特征是（ ）

A.脾虚证 B.血瘀证 C表寒证 D.表热证

E.痛证 F.痰火证 G.里寒证

32.沉涩脉多见于（ ）

33.浮紧脉多见于（ ）

34.滑数脉多见于（ ）

A.脉来浮数之极，至数不清，浮泛无根 B.脉来急促而坚硬如弹石

C.脉来连连数急，三五不调，止而复作 D.脉来乍疏乍密，如解乱绳状

E.脉动短小而坚搏，如循薏苡子

35.弹石脉的特征是（ ）

36.釜沸脉的特征是（ ）

37.雀啄脉的特征是（ ）

三、X 型题

1.脉象的产生与下列哪些因素直接相关（ ）

A.心脏的搏动 B.心气的盛衰 C.脉管的通利

D.津液的盈亏 E.脏腑的协调

2.仲景三部诊法，是指诊下列哪些脉（ ）

A.人迎脉 B.寸口脉 C.足三里脉

D.趺阳脉 E.合谷脉

3.下列哪些属于脉象的基本要素（ ）



A.脉位 B.脉次 C.脉力

D.脉形 E.脉势

4.下列哪些是对正常脉搏形态特征的插述（ ）

A.三部有脉，不浮不沉 B.不快不慢，不大不小

C.从容和缓，节律一致 D.一息脉来四五至

E.尺脉沉取有一定力量

5.下列属于生理性脉象的是（ ）

A.独异脉 B.六阴脉 C.六阳脉

D.反关脉 E.斜飞脉

6.下列哪些脉象具有浮脉特征（ ）

A.濡脉 B.散脉 C.芤脉

D.弱脉 E.洪脉

7.脉位偏深的脉象有（ ）

A.牢脉 B.沉脉 C，弱脉

D.虚脉 E.伏脉

8.脉率较缓慢的脉有（ ）

A.迟脉 B.滑脉 C.结脉

D.代脉 E.缓脉

9.下列哪些证可见到数脉（ ）

A.痰湿 B.阴虚 C.虚阳外越

D.虚热 E.实热

10.脉率较快的脉有（ ）

A.数脉 B.疾脉 C.促脉

D.动脉 E.短脉

11.滑脉可见于下列哪些情况（ ）

A.实热证 B.痰湿证 C.食积证

D.老年人 E.妇女有孕

12.弦脉多见于下列哪些项（ ）

A.肝胆病 B.食积证 C.疼痛证

D.痰饮证 E.胃气衰败

13.下列哪些脉象主痛证（ ）

A.弦脉 B.紧脉 C.滑脉

D.动脉 E.伏脉

14.实热证可见到的脉象有（ ）

A.滑脉 B.迟脉 C.促脉

D.动脉 E长脉

15.弦数脉多见于下列哪些病证（ ）

A.肝郁气滞 B.肝郁化火 C.肝火夹痰



D.肝胆湿热 E.肝阳上亢

16.下列哪些脉象属于对举脉（ ）

A.虚脉与实脉 B.滑脉与数脉 C.大脉与洪脉

D.弦脉与紧脉 E.沉脉与弦脉

17.下列哪些脉象可以相兼（ ）

A.浮、数、弱 B.沉、洪、实 C.滑、短、数

D.沉、细、数 E.弦、滑、数

参考答案

一、A 型题

1.D2.C3.C4.B5.B6.D7.B

8.B.应是三指指端平齐而不是平按，故 B不正确。

9.A.流利圆滑并非所有正常脉象都必有，故不是主要特征，答案应为 A.

10.E11.A12.E13.A14.D15.D

16.C.浮大中空，如按鼓皮；浮取搏指，中空外坚者，为革脉。芤脉的脉象特征是浮大中空，

如按葱管，故为 C.

17.C18.B19.A20.E21.C22.B23.D24.B25.C26.E27.B28.B

29.A.实脉、洪脉均为三部脉举按皆充实有力，但洪脉来盛去衰，实脉则来去皆盛，故为 A.

30.A31.C32.A33.B34.C

35.D36.E37.B38.C39.A40.B41.D42.B43.C44.D45.E46.A

二、B 型题

1.B

2.G

3.H

4.B

5.E

6.G

7.B

8.A

9.E

10.C

11.A12.D13.E14.B

15.A

16.C17.A18.D19.A

20.D

21.E22.B23.C

24.D

25.A



26.C27.D28.A29.C30.D31.A32.B33.C34.F35.B36.A37.C

三、X 型题

1.ABCE

2.ABD

3.ABDE.脉力已包含于脉势之中，故除 C以外，都属脉象的基本要素。

4.ABCDE

5.BCDE

6.ABCE

7.ABCE.除 D虚脉浮、中、沉皆无力，不属脉位偏深的脉象外，其余均属。

8.ACDE

9.BCDE

10.ABCD

11.ABCE

12.ACDE.胃气衰败者，可见脉弦如循刀刃，食积证多见脉滑、紧等而少见弦脉，故除 B外

都是。

13.ABDE

14.ABCE.邪热结聚之实热证可见到迟脉，故只 D（动脉）不主实热证。

15.BDE

16.AD

17.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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