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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络总论

习 题

一、A 型题

1.十二经脉的名称由哪几部分组成（ ）

A.阴阳、五行、脏腑 B.五行、手足、阴阳

C.脏腑、手足、五行 D.手足、阴阳、脏腑

E.手足、阴阳、五行、脏腑

2.手足阳经在四肢的分布规律是（ ）

A.太阳在前，少阳在中，阳明在后 B.太阳在前，阳明在中，少阳在后

C.阳明在前，太阳在中，少阳在后 D.阳明在前，少阳在中，太阳在后

E.少阳在前，阳明在中，太阳在后

3.十二经脉中阳经与阳经（同名经）的交接部位在（ ）

A.头面部 B.上肢末端 C.胸中

D.下肢末端 E.腹中

4.十二经脉中相表里的阴经与阳经的交接部位在（ ）

A.胸中 B.腹中 C.头面部

D.手足末端 E.上肢末端

5.十二经脉中阴经与阴经交接的部位在（ ）

A.胸中 B.腹中 C.胸腹中

D.手足末端 E.头面部

6.下列经脉排列中，没有按照十二经脉流注次序的是（ ）

A.胆、肝、肺经 B.大肠、胃、脾经 C.心、小肠、肾经

D.肾、心包、三焦经E.三焦、胆、肝经

7.奇经八脉与十二正经不同之处，下述哪项是错误的（ ）

A.不直接隶属于十二脏腑 B.无表里配合关系

C.除带脉横向循行外，均为纵向循行 D.均有所属的腧穴

E.除任督二脉外没有专属的腧穴

8.“阳脉之海”是指（ ）

A.冲脉 B.任脉 C.督脉

D.带脉 E.以上都不是

9.“阴脉之海”是指（ ）

A.冲脉 B.任脉 C.督脉

D.带脉 E.以上都不是

10.经络学说中的“血海”指的是（ ）

A.冲脉 B.任脉 C.督脉

D.带脉 E.以上都不是

11.下列经脉循行与足少阴肾经关系最为密切的是（ ）

A.督脉 B.冲脉 C.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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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带脉 E.阴蹻脉

12.阴维、阳维两脉会合的部位是（ ）

A.目内眦 B.目外眦 C目下

D.口角旁 E.以上都不是

13.阴蹻、阳蹻两脉会合的部位是（ ）

A.目内眦 B.目外眦 C.目下

D.口角旁 E.以上都不是

14.具有调节肢体运动和司眼睑开合功能的经脉是（ ）

A.任脉与督脉 B.阴维脉与阳维脉 C.阴蹻脉与阳蹻脉

D.足少阳胆经与足厥阴肝经 E.足太阳膀胱经与足阳明胃经

15.下列哪个不属于十五络脉的分出部位（ ）

A.鸠尾 B.长强 C.大包

D.会阴 E.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络穴

16.十五络脉中的脾之大络散布于（ ）

A.颈项 B.腹部 C.头

D.胸胁 E.全身

17.在经络系统中，十二正经之离、入、出、合的别行的部分是指（ ）

A.奇经八脉 B.十二经别 C.十五络脉

D.十二经筋 E十二皮部

18.十二经别的分布特点根据其先后次序可以概括为（ ）

A离、出、入、合 B.离、入、出、合 C离、合、出、入

D.出、入、离、合 E入、出、离、合

19.手足三阴经穴位之所以能主治头面和五官疾病，主要是由于（ ）

A.表里经之间的相互联系 B.依靠络脉联系

C.腧穴主治的相对特异性 D.阴经经别合于阳经而上于头面

E.阴阳经通过任督二脉相互联系

20.十二经筋是指（ ）

A.经络系统中能够联系脏腑、筋肉、骨骼的部分

B.十二经脉之气输布于筋肉骨节的体系

C.是十二正经离人出合的别行部分

D.十二经脉功能活动反映于体表的部位

E.能够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的部分

21.经络系统中具有约束骨骼、屈伸关节、维持人体正常运动功能的是（ ）

A.十二正经 B.奇经八脉 C.十五络脉

D.十二经别 E.十二经筋

22.十二皮部是指（ ）

A.十二经脉功能活动反映于体表的部位

B.十二经脉之气输布于筋肉骨节的体系

C.与十二经脉无直接联系的皮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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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十二经脉的别行部分

E.十二经脉中位于皮表的浮络

23.《素问·皮部论》指出:“欲知皮部，以（ ）为纪者，诸经皆然。”

A.脏腑 B.皮部 C.经脉

D.络脉 E.经别

24.足太阳膀胱经标、本的相应腧穴为（ ）

A.人迎、厉兑 B.睛明、跗阳 C.听会、足窍阴

D.攒竹、养老 E.迎香、曲池

25.经络理论中的四海是指（ ）

A.髓海、血海、气海、水谷之海 B.水谷之海、阴脉之海、气海、血海

C.阳脉之海、阴脉之海、气海、血海 D.髓海、血海、气海、阴脉之海

E.髓海、血海、气海、阳脉之海

26.下列哪项不属于经络的生理作用（ ）

A.联系脏腑，沟通内外 B.运行气血，营养全身

C.抗御病邪 D.保卫机体 E.反映病候

27.外邪侵人机体，一般的传注次序是（ ）

A.皮部、孙络、络脉、经脉、脏腑 B.皮部、络脉、孙络、经脉、脏腑

C.皮部、络脉、经脉、孙络、脏腑 D.皮部、孙络、经脉、络脉、脏腑

E.皮部、经脉、络脉、孙络、脏腑

28.下列哪一项不属四总穴（ ）

A.委中 B.合谷 C.列缺

D.足三里 E.支沟

二、B 型题

A.手阳明大肠经 B.足阳明胃经 C.足太阳膀胱经

D.手少阳三焦经 E.足少阳胆经

1.入上齿的经脉是（ ）

2.入下齿的经脉是（ ）

3.下耳后，入耳中，出耳前的经脉是（ ）

A.足少阴肾经 B.手少阳三焦经 C.足太阴脾经

D.足厥阴肝经 E.手太阴肺经

4.连舌本，散舌下的经脉是（ ）

5.夹舌本的经脉是（ ）

6.环唇内的经脉是（ ）

A.目内眦 B.目外眦 C.足大趾外端

D.足大趾内端 E.无名指端

7.足阳明胃经与足太阴脾经交接于（ ）

8.手少阳三焦经与足少阳胆经交接于（ ）

9.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交接于（ ）

A.足阳明胃经 B.冲脉 C.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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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督脉 E.带脉

10.被称为“阴脉之海”的经脉是（ ）

11.被称为“血海”“十二经之海”的经脉是（ ）

12.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经脉是（ ）

A.阴经别络走向阳经，阳经别络走向阴经 B.阳经别络走向阳经，阴经别络走向阴经

C.散布于胸胁 D.别于鸠尾，散布于腹部

E.别于长强，散布于头

13.十二经络脉的分布特点是（ ）

14.督脉的别络的分布特点是（ ）

15.脾之大络的分布特点是（ ）

A.与足少阴经相并上行

B.行于小腿内侧，并足太阴、厥阴上行，至咽喉合于任脉

C.行于足跗外侧，并足少阳经上行，至项后会合于督脉

D.行于足跟内侧，伴足少阴等经上行

E.行于足跟外侧，伴足太阳等经上行

16.阴蹻脉的分布部位大致是（ ）

17.阳维脉的分布部位大致是（ ）

18.冲脉的分布部位大致是（ ）

A.起于足趾，循股外上行结于頄（面） B.起于足趾，循股内上行结于阴器（腹）

C.起于手指，循臑外上行结于角（头） D.起于手指，循臑内上行结于责（胸）

E.起于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络穴，走向其表里的经脉

19.足三阳经筋分布为（ ）

20.手三阴经筋分布为（ ）

21.十二经脉的别络分布为（ ）

A.四肢末端的井穴 B.胸腹 C.头、胸、腹

D.头、胸、腹、胫 E.脑

22.十二经脉的根是指（ ）

23.十二经脉的结是指（ ）

24.气街分为（ ）

三、C 型题

A.阳经是:阳明在前，少阳在中，太阳在后

B.阴经是:太阴在前，厥阴在中，少阴在后

C.两者均是

D.两者均不是

1.十二经脉在四肢部的大体分布规律是（ ）

2.十二经脉在头面部的分布规律是（ ）

3.十二经脉在躯干部的分布规律是（ ）

A.心 B.肺 C.两者均是 D.两者均不是

4.足太阴脾经的循行联系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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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足少阴肾经的循行联系到（ ）

6.足厥阴肝经的循行联系到（ ）

A.连目系 B.循喉咙 C.两者均是 D.两者均不是

7.手少阴心经的循行（ ）

8.足厥阴肝经的循行（ ）

9.足少阴肾经的循行（ ）

A.至目内外眦，入耳中 B.系耳后，出耳上角，入耳中，至目锐眦

C.两者均是 D.两者均不是

10.手太阳小肠经循行（ ）

11.手阳明大肠经循行（ ）

12.手少阳三焦经循行（ ）

A.对十二经气血有蓄积和渗灌的调节作用

B.补充十二经脉在体内外循行的不足，扩大经穴的主治范围

C.两者均是

D.两者均不是

13.奇经八脉的作用（ ）

14.十二经筋的作用（ ）

15.十二经别的作用（ ）

A.强调经脉分布上下部位的相应关系 B.强调经气两极间的联系

C.两者均是 D.两者均不是

16.标本理论强调（ ）

17.根结理论强调（ ）

18.气街理论强调（ ）

A.指导辨证归经 B.指导针灸临床治疗 C.两者均是 D.两者均不是

19.经络的作用（ ）

20.经络学说的应用（ ）

四、X 型题

1.下列经脉名称中正确的是（ ）

A.手太阴肺经 B.足阳明胃经 C.足厥阴肝经

D.足太阴脾经 E.手厥阴心经

2.十二经脉的分布特点是（ ）

A.纵行的 B.横行的 C.可深入体腔

D.与脏腑直接联系 E.左右对称

3.十二经脉循行走向总的规律是（ ）

A.手三阴经从胸走手 B.手三阳经从手走头

C.足三阳经从头走足 D.足三阴经从足走腹胸

E.足三阴经从足走腹

4.十二经脉气血循环流注的系统及特点是（ ）

A.从肺经开始逐经相传，至肝经而终 B.由肝经复传于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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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流注不已 D.周而复始 E.如环无端

5.下列各组经脉，按流注次序正确的是（ ）

A肝、胆、三焦 B.肾、脾、心包 C.肾、肺、大肠

D.大肠、胃、脾 E.胆、肝、肺

6.下面有关奇经八脉说法正确的有（ ）

A.均为纵向循行 B.不直接隶属于十二脏腑

C无表里配合关系 D.沟通十二经之间的联系

E.对十二经脉气血有着蓄积和渗灌的调节作用

7.奇经八脉中的冲脉又称作（ ）

A.气海 B.血海 C.阴脉之海

D.十二经之海 E.阳脉之海

8.十四经的特点是（ ）

A.均具有一定的循行路线和病候 B.均具有所属腧穴

C.与相关脏腑有相互络属关系 D.均为纵向循行

E.均有表里配合关系

9.十五络脉的作用主要是（ ）

A.加强十二经中表里两经的联系 B.润通表里两经的经气

C.补充十二经脉循行的不足 D.沟通腹、背和全身经气

E.联系同名经脉

10.足少阳、足厥阴经别（ ）

A.从下肢分出 B.行至毛际 C.人走肝胆

D.上系于目 E.合于足少阳胆经

11.经别在经络系统中的作用主要是（ ）

A.加强十二经脉的内外联系

B.加强经脉所络属的脏腑在体腔深部的联系

C.补充了十二经脉在体内外循行的不足

D.扩大了经穴的主治范围

E.加强了经脉的体表联系

12.十二经筋的主要作用是（ ）

A.约束骨骼 B.屈伸关节 C.维持人体的正常运动功能

D.调节肢体运动 E.司眼睑开合

13.在十二经筋中结于頄的经筋是（ ）

A.手太阳经筋 B.足太阳经筋 C.手阳明经筋

D.足阳明经筋 E.足少阳经筋

14.十二经筋的分布特点主要是（ ）

A.行于体表 B.不入内脏 C.从四肢末端走向躯干头面

D.保持人体正常的运动功能 E.结聚于关节、骨骼部

15.下列有关十二皮部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是络脉之气散布之所在 B.居于人体的最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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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与经络气血相通 D.是机体的卫外屏障

E.起着保卫机体、抗御外邪和反映病证的作用

16.络脉与经脉的不同点是（ ）

A.只行于四末，不走于胸腹 B.循行部位浅，分支细小

C.循行方向是从头面、躯干向四肢 D.网络全身

E.从经脉中分出侧行

17.经别与正经的不同点是（ ）

A.经别有离、入、出、合之特点 B.经别有六合关系 C.经别无独立病候

D.正经有阴阳表里关系 E.正经有独立病候和主治

18.在经络系统中，没有表里络属关系的是（ ）

A.奇经八脉 B.十二经别 C.十五络脉

D.十二皮部 E.十二经筋

19.气街的特点和核心内容是（ ）

A.横向为主 B.上下分布 C紧邻脏腑

D.前后相连 E.横贯脏腑经络，纵分头、胸、腹、背

20.经络的作用为（ ）

A.联系脏腑 B.沟通内外 C.运行气血，营养全身

D.抗御病邪 E.保卫机体

参考答案

一、A 型题

1.D.十二经脉的名称由手足、阴阳、脏腑三部分组成的，如手太阴肺经、足阳明胃经等。

2.D.手足阳经在四肢的分布规律是阳明在前，少阳在中，太阳在后。

3.A.手足阳明经在鼻旁交接；手足太阳经在目内眦交接；手足少阳经在目外眦交接。

4.D.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交接于食指端；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交接于足大趾内端；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

膀胱经交接于足小趾端；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交接于手小指端；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交接于无名指

端；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交接于足大趾外端。

5.A.手三阴经从胸走手，足三阴经从足走腹胸，一起于胸，一止于胸中，所以阴经与阴经的交接部位在胸中而非腹

中或胸腹中。足太阴脾经与手少阴心经交接于心中；足少阴肾经与手厥阴心包经交接于胸中；手太阴肺经与足厥阴

肝经交接于肺内。

6.C.十二经脉循环流注次序为:肺一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肺。

7.D.奇经八脉中的任脉和督脉各有其所属的腧穴，与十二经相提并论，合称“十四经”，其余各经无所属的穴位。

8.C.督脉与手足三阳经交会，总督六阳经，调节全身阳经脉气，故称“阳脉之海”。

9.B.任脉总任六阴经，调节全身阴经脉气，故称“阴脉之海”。

10.A.冲脉可涵蓄调节十二经气血，故称“十二经之海”，又称“血海”。

11.B.冲脉与足少阴肾经相并上行。

12.E.阴维脉上行至咽喉合于任脉；阳维脉上行至项后会合于督脉，两脉并未直接会合。

13.A.阴蹻脉伴足少阴等经上行；阳蹻脉伴足太阳等经上行，二者在目内眦会合。

14.C.阴阳蹻脉调节肢体运动，并司眼睑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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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任脉的别络从鸠尾分出后散布于腹部，而非从会阴分出。

16.D.脾之大络从大包分出后散布于胸胁。

17.B.十二经别是十二正经离、入、出、合的别行部分，是正经别行深人体腔的支脉。

18.B.十二经别多从四肢肘膝关节附近的正经别出（离）经过躯干深入体腔与相关的脏腑联系（入）再浅出于体表上

行头项部（出）在头项部阳经经别合于本经的经脉，阴经经别合于其相表里的阳经经脉（合）。故其先后次序应为

离、入、出、合。

19.D.十二经别通过表里相合的“六合”作用，使得十二经脉中的阴经与头部发生了联系，从而扩大了手足三阴经穴

位的主治范围，而能主治头面和五官疾病。

20.B.十二经筋是十二经脉之气输布于筋肉骨节的体系，是附属于十二经脉的筋肉系统。

21.E.《素问·痿论》:“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即经筋具有约束骨骼、屈伸关节、维持人体正常运动功能的作用。

22.A

23.C

24.B.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 5寸中，穴为跗阳；其标在两络命门（目）穴为睛明。

25.A.四海即髓海、血海、气海、水谷之海的总称，为人体气血精髓等精微物质的汇聚之处。

26.E.反映病候是经络理论在说明病理变化时的临床应用之一。

27.A.《素问·缪刺论》说:“夫邪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

而不去，人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

28.E.《四总穴歌》云:“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

二、B 型题

1.B2.A3.E4.C5.A6.D7.D8.B9.E10.C11.B12.D

13.A14.E15.C16.D17.C18.A19.A20.D21.E22.A23.C24.D

三、C 型题

1.C2.D3.D4.A5.C6.B7.D8.A9.B10.A11.D12.B13.A14.D15.B16.A17.B18.D19.D20.C

四、X 型题

1.ABCD

2.ACDE

3.ABCD

4.ABCDE

5.DE

6.BCDE

7.BD

8.ABD

9.ABCD

10.ABCDE

11.ABCD

12.ABC

13.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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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BCE

15.ABCDE

16.BDE

17.ABCDE

18.ABCDE

19.ABCDE

20.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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