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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章　　绪论与阴阳五行

型 题

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最早的著

作是：

《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中藏经》

答案

确立辨证论治的著作是：

《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

《诸病源候论》

《金匮要略》

病证方论》《三因极

答案

下列著名医家中被后称为寒凉

派的代表是：

张从正

李东垣

刘完素

朱震亨

赵献可

答案

率先提倡中西汇通的医家是：

张锡纯

曹炳章

王清任

吴又可

叶天士

答案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起

主宰作用的是：

五脏

经络

气血

津液

心

答案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

心为：

五脏

六腑

经络

心

气血

答案

心、小肠、脉、舌属于：

肺系统

肝系统

脾系统

肾系统

心系统

答案

论治的主要依据是：

病

病位

病性

病因



同一疾病由于阶段不同，证不

同，所以治法也各不相同，这种情况属

答案

证

答案

于

同病异病

异病同治

因时论治

地论治

因人论治

“形与神俱”中的“形”概括

地说是指：

形体

气血津液

物质

功能

有形的物质

答案

“形与神俱”中的“神”概括

地说是指：

自然界物质变化功能

人体生命的一切活动

人的精神意识

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

自然界和人体的一切功能的概

括

答案

“形与神俱”概括地说是指：

精神与水谷之精气的关系

精神与血气的关系

精神与精的关系

精神与津液的关系

功能与物质的相互生化及相互

依附的关系。

答案

采取异病同治的主要理由是：

症状相同

脉象相同

舌象相同

面色相同

病机相同

答案

同病异治的主要理由是：

季节不同

体质不同

生活环境不同

职业不同

病机不同

答案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具有辨证

观意义的哲学是：

精气学说

五行学说

经络学说

辨证论治

阴阳学说

答案

气是指：

一切物质

运动很强的物质

无形的物质

有形的物质

无形的运动很强的活力很强的

弥散状态的物质

答案

下列哪项不是气构成的？

天

地

水

、火

神

答案

气是指物质而言，但习惯上气

是指：

水

食物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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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的精气神关系中有统驭

答案

血液

空气

答案

先

提示习惯上把弥散状态的气称为

气，而把有形质的实体称为形。故有“气

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医门法津

哲格言》）之说。

气的基本性质是：

上升的

无形的

运动的

变化的

静止的

答案

气的变化是由于：

气的运动性

气的升散性

气的依附性

气的凝聚性

气化过程

答案

天地万物之间的中介是：

水

火

物质

神

气

答案

组成人体最基本的物质是：

天气。

地气。

水谷之精气。

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

天地之精气。

答案

人体精气形成的关键是：

脾胃的正常

肾气的正常

肺气的正常

肝气的正常

三气相合经过气化

作用的是：

精

气

元气

神

血

答案

精化为气指的是什么气？

元气

宗气

营气

卫气

经气

答案

提示　　在本章范围中精是指肾精，肾

精的生理作用主要是化生元气。

阴和阳是：

古代的两点论

代表相互对立的两个事物

个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相互对

立的两个方面

有特定属性的一分为二

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

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

答案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指：

道路

规律

法则

方法

技术

答案

阴阳属性的征兆是：

寒热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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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种情况不能组成一对阴

水火

晦明

动静

内与外

上与下

动与静

寒与热

上升和外出

属于阴中之阴的时间是：

上午

前半夜

下午

后半夜

以上都不是

属于阳中之阴的时间是：

上午

前半夜

下午

后半夜

以上都不是

属于阳中之阳的时间是：

下午

后半夜

前半夜

上午

以上都不是

属于阴中之阳的时间是：

上午

前半夜

下午

后半夜

以上都不是

答案

答案

是：

答案

可用阴阳的对立制约来解释的

寒极生热

阴损及阳

寒者热之

重阳必阴

阴中求阳

可用阴阳互根来解释的是：

阳胜则阴病

阳病治阴

阴损及阳

重阴必阳

阴胜则寒

阳损及阴，阴损及阳，说明阴

阳之间的关系是：

阴阳对立制约

阴阳互相互用

阴阳互相转化

阴阳消长平衡

以上都不是

答案

“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

阴之使也。”这句话主要说明了阴阳之间

的哪一种关系？

对立

互根

消长

平衡

转化

答案

“无阴则阳无以化，无阳则阴

无以生”所说明的阴阳关系是：

相互对立制约

相互转化

互根互用

互相消长平衡

答案

答案

答案

答案

阳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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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不是 说明了

答案

下列除⋯⋯之外，都是说明阴

阳互根的关系：

阳在外，阴之使也。

独阴不生，孤阳不长。

阴在内，阳之守也。

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阴损及阳，阳损及阴。

答案

气虚导致血虚是由于：

阳长阴消

阴消阳长

阴长阳消

阴消阳亦消

阳消阴亦消

答案

“阳胜则阴病”是由于：

阳长阴消

阴消阳长

阴长阳消

阴消阳亦消

阳消阴亦消

答案

“阴虚则热”的原理是：

阴消阳长

阳长阴消

阴长阳亦长

阳消阴亦消

阴消阳亦消

答案

“阳中求阴”的原理是：

阴消阳长

阳长阴消

阴长阳亦长

阳长阴亦长

阴消阳亦消

答案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阴阳的相互交感

阴阳的对立制约

阴阳的互根互用

阴阳的消长平衡

阴阳的相互转化

答案

“阳胜则热”可形成：

实热证

寒实证

阴阳两虚证

虚热证

虚寒证

答案

阴阳互损可形成：

实热证

寒实证

阴阳两虚证

虚热证

虚寒证

答案

下列可用阴阳的相互转化来解

释的是：

阴中求阳

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阴虚则阳亢

热极生寒

阳胜则热

答案

“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可用

阴阳学说中哪一个观点来解释？

阴阳转化

阴阳消长

阴阳制约

阴阳互根

以上都不能解释

答案

“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可用

阴阳说学中哪一个观点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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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对立制约

阴阳互根互用

阴阳消长平衡

阴阳相互转化

以上都不是

答案

“动极者，镇之以静，阴亢者，

胜之以阳”这句话说明了阴阳之间的什么

关系？

阴阳对立

阴阳互根

阴阳平衡

阴阳转化

以上均不是

答案

言人身脏腑之阴阳，则肺是：

阳中之阴

阳中之阳

阴中之阴

阴中之阳

阴中之至阴

答案

言人身脏腑中之阴阳，则肝

为：

“阴

答案

阳中之阳

阳中之阴

阴中之阳

阴中之阴

阴中之至阴

下列阴阳失调的病理变化：

，的含义为“阴邪”的是：

阴虚则阳亢

阳盛则阴病

阴盛则阳病

阴损及阳

阳盛格阴

答案

以阴阳失调来阐释真寒假热、

真热假寒则是：

阴阳偏胜

阴阳偏衰

阴阳互损

阴阳亡失

阴阳格拒

答案

属于阳证范围的是：

寒证

表证

里证

虚证

以上都不是

答案

属于阴证范围的是：

热证

虚证

实证

表证

以上都不是

答案

属于阴的症状是：

声高气粗

多言而躁动

面色鲜明

脉细涩

舌苔黄糙

答案

属于阳的脉象是：

浮

沉

迟

涩

细

答案

属于阴的脉象是：

涩

数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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