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病因

习 题

一、A1 型题

1.既有季节性特点，又不受季节限制，常为外感致病之先导的邪气是（ ）

A.热邪 B.风邪 C疬气

D.寒邪 E.湿邪

2.易袭阳位，具有升发向上特性的邪气是（ ）

A.暑邪 B.燥邪 C风邪

D.火邪 E.寒邪

3.风邪伤人，病变部位不固定是由于（ ）

A.风性数变 B.风性善行 C.风性主动

D.风性轻扬 E.风性开泄

4.寒邪的性质是（ ）

A.其性开泄 B.其性重浊

C.其性凝滞 D.其性黏腻 E.其性干涩

5.六淫中最易导致疼痛的邪气是（ ）

A.寒邪 B.火邪 C.风邪

D.燥邪 E.湿邪

6.常引起筋脉拘挛、屈伸不利、腠理闭塞、气机收敛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湿邪

D.瘀血 E.痰饮

7.寒性凝滞，从而出现各种疼痛症状，其机理是（ ）

A.气机收敛，腠理闭塞 B.经脉气血凝结阻滞

C.损伤人体阳气 D.耗气伤津，不能濡养

E.为有形之邪，阻滞气机

8.寒主收引是指（ ）

A.寒邪阻滞气机 B.寒邪损伤阳气 C.寒邪耗气伤津

D.寒邪重浊黏滞 E.使气机收敛，筋脉挛急

9.感受寒邪而致的“中寒”是指（ ）

A.寒邪伤于肌表 B.寒邪入中经脉 C.寒邪自内而生

D.寒邪直中脏腑 E.寒邪侵及血分

10.湿邪、寒邪的共同致病特征是（ ）

A.损伤阳气 B.阻遏气机 C.黏腻重浊

D.凝滞收引 E.易袭阳位

11.其性趋下的病邪为（ ）

A.火邪 B.燥邪 C.湿邪

D.风邪 E.以上都不是



12.致病后可出现各种秽浊症状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火（热）邪

D.湿邪 E.燥邪

13.造成“着痹”的主要邪气是（ ）

A.寒邪 B.风邪 C.热邪

D.湿邪 E.燥邪

14.温燥病的发病季节是（ ）

A.夏末初秋 B.近冬深秋 C.长夏季节

D.冬末春初 E.春末夏初

15.其性干涩。易伤津液的病邪是（ ）

A.风邪 B.燥邪 C.火邪

D.暑邪 E.病气

16.六淫中最易导致出血的是（ ）

A.寒邪 B.湿邪 C.暑邪

D.火邪 E.燥邪

17.症见头痛、耳鸣、咽喉红肿疼痛、唇舌糜烂等是由于（ ）

A.热邪侵扰心神 B.热邪伤津耗气 C.热邪易生风

D.热邪易致动血 E.火热之邪燔灼趋上

18.下列哪一项是火、燥、暑共同的致病特征（ ）

A.上炎 B.耗气 C.伤津

D.动血 E.生风

19.具有升散而又夹湿特性的邪气是（ ）

A.湿邪 B.燥邪 C.热邪

D.暑邪 E.寒邪

20.异气是指（ ）

A.六淫邪气 B.异常气候 C.情志变化

D.气机失常 E.乖戾之气

21.大怒主要损伤的脏腑是（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22.悲忧过度主要损伤的脏腑是（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23.七情内伤首先影响（ ）

A.肝魂 B.心神 C.脾意

D.肺魄 E.肾志

24.七情内伤可影响脏腑气机，其中恐则（ ）

A.气上 B气下 C.气缓



D.气结 E.气消

25.饮食因素致病，易致聚湿、化热、生痰的是（ ）

A.饮食过饥 B.饮食过饱 C饮食不洁

D.五味偏嗜 E.寒热偏嗜

26.易致人体阴阳失调的饮食因素是（ ）

A.伙食过饥 B.伙食过饱 C.五味偏嗜

D.寒热偏嗜 E.饮食不洁

27.劳力过度，易损伤的脏腑是（ ）

A.心肺 B.心脾 C.脾肺

D.脾肾 E.肝肾

28.劳神过度，易损伤的脏腑是（ ）

A.心肺 B.心脾 C.脾肺

D.脾肾 E.肝肾

29.房劳过度，易损伤的脏腑是（ ）

A.心 B.脾 C.肝

D.肺 E.肾

30.与痰饮形成密切相关的脏腑是（ ）

A.心脾肝肾 B.心肺脾肾 C.肝胆脾肾

D.肺脾肝肾 E.心肝肺肾

31.下列因素中，易于蒙蔽心神的是（ ）

A.瘀血 B.痰饮 C.结石

D.积食 E.血瘀

32.结石多发于（ ）

A.六腑 B.心肺肝肾 C.脾胃肾膀胱

D.肝胆肾膀胱 E.肝肾脾胆

33.下列哪一项不属于病理性产物（ ）

A.瘀血 B.痰饮 C.结石

D.积食 E.血瘀

34.下列因素中，可影响新血生成的病因是（ ）

A.瘀血 B.痰饮 C.结石

D.积食 E.血瘀

35.寸白虫是指（ ）

A.蛔虫 B.蛲虫 C钩虫

D.绦虫 E.血吸虫

36.药邪与医过相同的致病特点是（ ）

A.导致中毒 B.情志波动 C.加重病情

D.阻滞气机 E.蒙蔽心神

37.下列属于药邪致病特点的是（ ）



A.情志波动 B.阻滞气机 C.变生他疾

D.蒙蔽心神 E.炮制失度

38.下列不属于医过致病特点的是（ ）

A.贻误治疗 B.加重病情 C.变生他疾

D.情志波动 E.诊治失误

39.“伏虫”是指（ ）

A.蛔虫 B.绦虫 C.蛲虫

D.钩虫 E.血吸虫

40.下列不属于痰饮致病特点的是（ ）

A.蒙蔽心神 B.致病广泛 C.变幻多端

D.阻滞气血 E.损伤脉络

41.过逸、痰饮、瘀血、结石等因素相同的致病特点是（ ）

A.损伤脉络 B.气机不畅 C.病位固定

D.致病广泛 E.蒙蔽心神

42.下列不属于瘀血致病特点的是（ ）

A.易于阻滞气机 B.影响新血生成 C.影响血脉运行

D.病位较为固定 E.易于蒙蔽心神

43.下列可称为继发性病因的是（ ）

A.饮食不节 B.六淫邪气 C.七情内伤

D.痰饮、瘀血 E.劳逸失度

44.最早将致病因素分为“三部之气”的是（ ）

A.《黄帝内经》 B.汉代张机 C.宋代陈言

D.秦医医和 E.隋代巢元方

45.中医病因学说的特点是（ ）

A.整体观念 B.辨证论治 C.辨症求因

D.天人相应 E.内外合邪

46.致病具有“病位固定，病证繁多”特点的病邪是（ ）

A.湿邪 B.寒邪 C.瘀血

D.痰饮 E.结石

47.具有“致病广泛，变幻多端”特点的病邪是（ ）

A.湿邪 B.寒邪 C.疬气

D.痰饮 E.瘀血

48.下列致病因素中，导致病程长并缠绵难愈的是（ ）

A.湿邪 B.风邪 C.寒邪

D.暑邪 E.疬气

49.下列能够导致心血和脾气损伤的病因是（ ）

A.劳力过度 B.劳神过度 C.房劳过度

D.饮食不节 E.情志内伤



50.下列能够导致正气耗伤和筋骨损伤的病因是（ ）

A.劳力过度 B.劳神过度 C.房劳过度

D.外力损伤 E.情志内伤

51.导致“痛痹”的主要邪气是（ ）

A.燥邪 B.风邪 C.热邪

D.湿邪 E.寒邪

二、A2 型题

1.一患儿因感冒而汗出恶风、咽痒咳嗽，次日晨起即现面目一身悉肿及小便少、舌淡红、苔

薄白、脉浮缓等症。此发病与下列哪项关系最密切（ ）

A.湿浊停滞 B.风性主动 C.热邪郁闭

D.风性数变 E.湿性趋下

2.患者肢体冷痛，关节屈伸不利，时而或冷厥不仁，其主要机理为（ ）

A.寒性凝滞 B.风性主动 C.寒性收引

D.寒伤卫阳 E.寒邪直中少阴

3.患者双膝关节沉重、肿痛，反复发作 3年，伴下肢麻木不仁、舌淡、苔白厚腻、脉弦缓，

证属（ ）

A.痛风 B.寒痹 C.痛痹

D.着痹 E.行痹

4.患者高热 2天，突然出现四肢抽搐、神昏谵语、舌红、苔黄燥、脉洪数有力等症，此属（ ）

A.火热内闭 B.肝阴耗损 C.肝风内动

D.阳亢化风 E.热极生风

5.患者胸闷、咳嗽 2个月，时觉呼吸喘促，吐痰量多，咳甚时不能平卧，并感胸部胀痛，二

便尚可，舌淡红苔白厚，脉滑。其病因病机当属（ ）

A.肺气虚弱，宣降无力 B.痰饮阻肺，肺失宣降

C.外邪犯肺，肺气失宣 D.木火刑金，肺失清肃

E.脾肺两虚，痰浊内生

6.7岁患儿，日渐消瘦，不思饮食，时感腹痛，尤以脐周疼痛为多，时轻时重，并且经常夜

间磨牙，大便尚可，舌红苔薄黄，其病多属（ ）

A.饮食积滞 B.蛔虫病 C.蛲虫病

D.钩虫病 E.绦虫病

7.患者，夏至后 2天发病，症见发热恶寒，汗出，口渴喜饮，气短，神疲乏力。病因是（ ）

A.湿邪 B.燥邪 C.热邪

D.暑邪 E.寒邪

8.患者腹部见青紫色包块，质硬，固定不移，刺痛拒按，夜间痛甚。病因是（ ）

A.外伤 B.结石 C.湿邪

D.瘀血 E.痰饮

9.患者咽喉肿痛化脓，伴有发热，汗出，大便秘结，小便短赤，面色赤。病因是（ ）

A.风邪 B.燥邪 C.热邪



D.暑邪 E.火邪

10.患者脘腹胀满疼痛拒按，厌食，嗳腐吞酸，呕吐酸馊食物，吐后痛减，肠鸣，矢气臭如

败卵，泻下不爽，大便酸腐臭秽。病因是（ ）

A.饮食积滞 B.蛔虫 C.肝气犯胃

D.寒饮停胃 E胃热炽盛

11.患者，症见口鼻干燥、咽干口渴、皮肤干涩、小便短少、大便干结等，是由于（ ）

A.燥易伤肺 B.热邪伤津耗气 C.暑性炎热

D.风邪轻扬开泄 E.燥性干涩，易伤津液

12.患者情志抑郁，愁闷不乐，表情淡漠，胸闷胁胀，善太息，头晕健忘，倦怠乏力，纳呆，

腹胀，病因是（ ）

A.过怒 B.过喜 C.忧思

D.过悲 E.惊恐

13.患者两胁胀痛或窜痛，甚则牵引少腹及睾丸，烦躁易怒，病因是（ ）

A.过怒 B.过喜 C.忧思

D.过悲 E.惊恐

三、B1 型题

A.耗气伤津、扰神 B.阻滞气机 C.自口鼻而入，犯肺伤津

D.袭阴位 E.致气机收敛

1.燥邪致病，易（ ）

2.火热之邪致病，易（ ）

A.分为阴阳两类 B.“六气致病”说

C.三因学说 D.首次提出“乖戾之气”说

E.“千般疢难，不越三条”

3.《内经》将病因分为（ ）

4.宋代陈言将病因归类，提出（ ）

A.易发情志病变 B.直接伤及内脏

C.易影响脏腑气机 D.一气一病，症状相似

E.病邪相兼为病

5.六淫致病特点是（ ）

6.疬气致病特点是（ ）

A.风邪 B.火邪 C.燥邪

D.暑邪 E.湿邪

7.六淫中致病季节性最强的邪气是（ ）

8.易致疮痈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火邪

D.暑邪 E.湿邪

9.易伤阳气、阻遏气机的邪气是（ ）

10.易伤阳气、凝滞收引的邪气是（ ）



A.汗出恶风 B.狂躁妄动 C.皮肤干皲

D.下利清谷，小便清长 E.下利黏液，小便浑浊

11.湿邪致病可见（ ）

12.火热之邪致病可见（ ）

A.气结 B.气乱 C.气缓

D.气上 E.气消

13.思则（ ）

14.悲则（ ）

A.脾肺 B.心脾 C.肝肾

D.肝肺 E.心肺

15.劳力过度易于损伤的脏器是（ ）

16.劳神过度易于损伤的脏器是（ ）

A.气机不畅 B.阳气不振 C.神气衰弱

D.蒙蔽心神 E.变幻多端

17.过逸与瘀血停滞均可出现的病理变化是（ ）

18.属于结石致病特点的是（ ）

A.阻滞气机，损伤脉络 B.加重病情，变生他病

C.病位固定，病证繁多 D.致病广泛，变化多端

E.阳气不足，抗病力弱

19.医过与药邪共有的致病特点是（ ）

20.属于结石停滞体内的致病特点是（ ）

A.蛔虫 B.蛲虫 C.钩虫

D.绦虫 E.血吸虫

21.病见夜间肛门瘙痒者，病因多是（ ）

22.病见脐周疼痛，时轻时重，夜间磨牙者，病因多是（ ）

A.化寒 B.化热 C.伤阳

D.夹风 E.瘙痒

23.痰饮、瘀血停滞体内日久，其病理演变可出现（ ）

24.痰饮为病，其病理演变一般不易出现的是（ ）

四、C 型题

A.气短乏力 B.口干咽燥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燥邪伤人致病可见（ ）

2.暑邪伤人致病可见（ ）

A.易发热、扰神 B.易生风动血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3.火热邪气伤人致病可见（ ）

4.疬气伤人致病可见（ ）

A.风邪 B.火热之邪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5.发病多于人体上部，尤以头面部多见的是（ ）



6.一年四季均可伤人致病的是（ ）

A.瘀血 B.痰饮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7.影响新血生成的因素主要是（ ）

8.既可化热，又可化寒的是（ ）

A.过怒 B.过惊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9.易导致气机逆乱的情志变动是（ ）

10.易导致气机郁结的情志变动是（ ）

A.药邪 B.医过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1.能加重病情，变生他病的是（ ）

12.易致中毒的因素是（ ）

A.蒙蔽心神 B.阻滞血脉运行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3.属于痰饮致病特点的是（ ）

14.属于瘀血致病特点的是（ ）

A.湿邪 B.寒邪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5.致病易损伤阳气的是（ ）

16.致病易阻遏气机的是（ ）

A.易伤津液 B.善行数变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非

17.属于燥邪致病特点的是（ ）

18.属于火热之邪致病特点的是（ ）

五、X 型题

1.六淫致病的共同特点是（ ）

A.外感性 B.季节性 C.地域性

D.相兼性 E.传变性

2.人侵经络、筋骨而引起痹证的邪气是（ ）

A.风邪 B.寒邪 C.湿邪

D.火邪 E.暑邪

3.易耗津液的病邪是（ ）

A.风邪 B.燥邪 C.暑邪

D.火热之邪 E.寒邪

4.病气的致病特点是（ ）

A.发病急骤 B.病情危笃 C.症状相似

D.传染性强 E易于流行

5.引起疾病的常见原因有（ ）

A.外感六淫 B.七情内伤 C.疬气传染

D.饮食失宜 E.劳逸失度

6.陈言将病因分为（ ）

A.内因 B.其他病因 C.外因

D.不内外因 E.病理产物形成的病因



7.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所说“千般疢难，不越三条”是指（ ）

A.经络受邪入于脏腑 B.天之常气，冒之则自经络流入

C.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 D.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

E.房室、金刃、虫兽所伤

8.六淫致病与季节有关，如（ ）

A.春多热病 B.夏多暑病 C.长夏多湿病

D.秋多风病 E.冬多燥病

9.风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 ）

A.轻扬开泄 B.善行数变 C.主动

D.易耗气伤津 E.为百病之长

10.寒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 ）

A.主动 B.收引 C.凝滞

D.重浊 E.为阴邪，易伤阳

11.湿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 ）

A.为百病之长 B.易耗气伤津 C.湿性黏滞

D.湿性重浊 E.为阴邪，阻滞气机

12.燥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 ）

A.燥性干涩 B.燥性开泄 C.燥易伤肺

D.燥性炎上 E易伤津液

13.火热之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 ）

A.热性干涩 B.火热为阳邪 C.易扰心神

D.易生风动血 E.善行数变

14.暑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 ）

A.暑为阳邪 B.其性升散 C.多夹湿

D.易伤津耗气 E.暑性重浊

15.易导致发病病程较长的病因有（ ）

A.湿邪 B.水湿痰饮 C.瘀血

D.七情内伤 E.结石

16.热邪、暑邪皆有的致病特征是（ ）

A.均为阳邪 B.均易致疮痈 C.耗气伤津

D.均夹湿邪 E.均见高热、口渴喜饮、面赤、脉洪大

17.病气形成和疫病流行的原因有（ ）

A.气候反常 B.社会因素 C.暴饮暴食

D.环境污染，伙食不洁 E.预防隔离工作不好

18.疫病的种类很多，如（ ）

A.白喉 B.猩红热 C.霍乱

D.鼠疫 E.痄腮

19.数情交织致病，多伤及的脏腑为（ ）



A.肝 B.心 C.脾

D.肺 E.肾

20.情志病主要包括的病证有（ ）

A.郁证 B.癫证 C.眩晕

D.外感发热 E.消渴

21.下列不属于情志异常病机的有（ ）

A.怒则气上 B.寒则气收 C.悲则气消

D.劳则气耗 E.思则气结

22.瘀血的致病特点包括（ ）

A.易于阻滞气机 B.影响血脉运行 C.影响新血生成

D.病位固定 E.病证繁多

23.帝而形成的因素包括（ ）

A.出血 B.气滞 C.血寒

D.血热 E.气虚

24.痰饮的致病特点是（ ）

A.阻滞气血运行 B.影响水液代谢 C.易于蒙蔽心神

D.致病广泛 E.变幻多端

25.与痰饮形成有关的脏腑是（ ）

A.脾 B.心 C.肝

D.肺 E.三焦

26.结石形成的因素包括（ ）

A.饮食不当 B.情志内伤 C.用药不当

D.体质差异 E.久病损伤

27.结石的致病特点包括（ ）

A.多发于肝肾 B.病程较长 C病情轻重不一

D.阻滞气机 E.损伤脉络

28.多发结石的脏腑是（ ）

A.肝 B.肾 C.胆

D.胃 E.膀胱

29.药邪的成因包括（ ）

A.用药过量 B.药物炮制不当 C.药物配伍不当

D.药物用法不当 E.药物采集不当

30.药邪的致病特点是（ ）

A.导致中毒 B.加重病情 C.影响新血生成

D.变生他疾 E.病位固定

31.医过的形成因素包括（ ）

A.言语不当 B.处方草率 C.诊治失误

D.操作不当 E.饮食不当



32.医过的致病特点是（ ）

A.易致情志波动 B.加重病情 C.贻误治疗

D.变生他疾 E.使病情复杂

33.饮食偏嗜包括（ ）

A.嗜酒 B.寒热偏嗜

C.五味偏嗜 D.偏嗜肥甘 E.偏嗜辛辣

34.劳力过度易损伤的内脏是（ ）

A.心 B.肺 C.脾

D.肝 E.肾

35.劳神过度易损伤的内脏是（ ）

A.心 B.肺 C.脾

D.肝 E.肾

36.寄生虫包括（ ）

A.蛔虫 B.蛲虫 C.绦虫

D.钩虫 E.血吸虫

参考答案

一、A1 型题

1.B.风为春季的主气，春季多风病。但风邪四季常在，故四季均可伤于风邪为病，不受季节

限制。由于风性开泄，他邪易依附于风侵人致病，故为外感病之先导。

2.C.因风性轻扬、升发、向上、向外，故易袭阳位（肌表头面等）。

3.B.因风性善行，故致病具有病位游移、行无定处的特征。

4.C.寒为阴邪，具有凝滞之性，侵人易使气血津液凝结、经脉阻滞。

5.A.因寒性凝滞、收引，故致病易使气血凝滞，经脉收缩、牵引而作痛。

6.B.因寒性收引，故易使气机收敛，腠理闭塞，筋脉拘挛，屈伸不利。

7.B.寒性凝滞，故使经脉气血凝结阻滞，不通则痛。

8.E.寒主收引，指寒邪侵人，易使气机收敛，筋脉挛急。

9.D.“中寒”，即指寒邪直中脏腑，伤及脏腑阳气。

10.A.寒、湿二邪均为阴邪，故易伤人阳气。

11.C.湿为重浊有质之邪，侵人易趋下而致人体下部发病。

12.D.湿性秽浊，侵人易致分泌物和排泄物秽浊不清的症状。如面垢移多、妇女白带过多、

湿疹浸淫流水等秽浊症状。

13.D.湿性沉重、重着，湿邪阻滞经络关节，阳气不得布达，可见肌肤不仁、关节疼痛重着

之“着痹”。

14.A.初秋尚有夏末之余热，久晴无雨，秋阳以曝，燥与热合，侵人发为温燥。

15.B.燥性干涩，侵人易伤津液，出现各种干燥、涩滞的症状。

16.D.火热之邪侵人，入于血脉，可致络脉灼伤，迫血妄行而出血。

17.E.火热之邪燔灼、升腾、趋上，侵人易害人体上部，尤以头面为多见，故症见头痛、耳



鸣、咽喉红肿疼痛、唇舌糜烂等。

18.C.火、燥、暑均为阳邪，侵人易伤津液而见多汗及干燥失润之症。

19.D.暑乃夏季之主气，夏至至立秋，气候炎热，常多雨而潮湿，热蒸湿动，水气弥漫，故

暑邪致病，多夹湿邪为患。

20.E.异气即病气，又称“毒气”“乖戾之气”。

21.A.怒为肝志，大怒最易伤肝，导致肝气上逆。《素问·举痛论》说:“怒则气上。”

22.D.悲、忧皆为肺志，悲忧太过易伤肺，导致肺气消减。《素问·举痛论》说:“悲则气消。”

23.B.心神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情志活动属于心神的范畴，故情志所伤，首先影响心神，

次及相应脏腑。如大怒所伤，首伤心神，致“迷惑而不治”，然后影响肝气，使肝气上逆。

24.B.恐惧不解可致肾气不固，出现失精及二便失禁。故《素问·举痛论》说:“恐则气下。”

25.B.饮食过饱，若“积食”不化，其病理演变可聚湿、化热、生痰等。

26.D.偏嗜寒热饮食，其致病特点主要是导致机体阴阳的偏胜偏衰。

27.C.脾为生气之源，肺为主气之脏，“劳则气耗”，故劳力过度易损伤脾肺之气。

28.B.心主血而藏神，脾主思，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过思劳神，易耗心血和损伤脾气。

29.E.肾主藏精，为封藏之本。房事不节易耗肾精。

30.D.脾、肺、肾、肝及三焦等在人体水液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肺、脾、肾、

肝等脏腑机能失调易致痰饮形成。

31.B.痰饮致病，随气上逆，可蒙蔽清窍，扰乱心神，导致神志活动失常。

32.D.肝、胆、肾、膀胱等脏腑是容易形成结石并阻滞为病的脏腑。

33.E.血瘀是指血液运行不畅或阻滞不通的病理改变，属病机学概念，不属于病因。

34.A.瘀血阻滞，尤其是瘀血日久不散，严重影响气血运行，脏腑失养，生机受阻，势必影

响新血的生成。

35.D.寸白虫即绦虫，又称“白虫”。

36.C.药邪致病，非助邪即伤正，医过为患，贻误治疗，故药邪、医过致病，均可加重病情。

37.C.药邪致病，非助邪即伤正，故其致病特点，不但能加重病情，而且还可引起新的病变。

38.E.诊治失误属于医过形成的因素。

39.D.伏虫即钩虫。

40.E.痰饮致病易于阻滞气血运行，不易损伤脉络。

41.B.过逸少动，气机失于畅达，易致脾胃等脏腑气机不畅；结石、瘀血、痰饮为有形之邪，

其阻滞为病，易致气机不畅。

42.E.易于蒙蔽心神，属于痰饮的主要致病特点之一，瘀血为病较为少见。

43.D.“继发性病因”包括痰饮、瘀血、结石等疾病过程中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因其通常是

继发于其他病理过程而产生的致病因素，故称。

44.A.《内经》最早将致病因素分为“三部之气”。见于《灵枢·百病始生》，云:“喜怒不节

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

45.C.中医病因学说的特点是辨症求因。

46.C.瘀血致病具有“病位固定，病证繁多”的特点。

47.D.痰伙致病具有“致病广泛，变幻多端”的特点。



48.A.湿邪黏滞，致病易见病程长并缠绵难愈。

49.B.劳神过度能够导致心血脾气损伤。由于心藏神，脾主思，血是神志活动的重要物质基

础，故用神过度，长思久虑，则易耗伤心血，损伤脾气。

50.A.劳力太过而致病，其病变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度劳力而耗气，二是过度劳

力而致形体损伤，即劳伤筋骨。

51.E.导致“痛痹”的主要邪气是寒邪。《素问·痹论》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

二、A2 型题

1.D.患儿汗出恶风、咽痒咳嗽为风邪袭表、肺气宣降失常而致，但很快出现水肿之症，可诊

为“风水证”，其变化之速，是由于风邪为先导的外感病发病急、变化快的缘故，即风性数

变所致。

2.C.因寒性收引，寒客经络关节，则肢体冷痛，经脉收缩挛急，故见关节屈伸不利，甚或冷

厥不仁。

3.D.因湿性重着，故湿邪阻滞经络，关节出现肿痛、沉重且麻木；舌苔白厚腻、脉弦缓均为

湿浊停滞之象；又湿性黏滞，故关节沉重肿痛反复发作。

4.E.火热之邪侵人，燔灼肝经，耗劫津液，筋脉失润，易引起肝风内动之病证。由于此肝风

为热甚引起，故称为“热极生风”。

5.B.病人以胸闷咳嗽、呼吸喘促为主症，其病位在肺，且吐痰量多，胸闷，舌苔厚，脉滑。

故其病机当属痰饮阻肺、肺失宣降。

6.B.腹痛，尤其是脐周围疼痛，时轻时重，以及夜间磨牙等，是蛔虫病的常见临床表现。蛔

虫寄生日久，损伤脾胃，可见日渐消瘦、不思饮食等。

7.D.患者发病时当夏至，症见发热恶寒，汗出，口渴喜饮，气短，神疲乏力，符合暑邪季节

性、炎热、伤津耗气的致病特点，病属暑邪为患。

8.D.瘀血致病的病症特点为:刺痛拒按，痛处固定不移，夜间痛甚；肿块色青紫，质硬、坚固

难移。由上可见，此患者病因为瘀血。

9.E.火邪易致疮痈，导致咽喉肿痛化脓；火为阳邪燔灼升腾，故发热汗出、面色赤；火邪易

伤津，故大便秘结、小便短赤。此病因为火邪。

10.A.饮食积滞不化，“积食”内停，可见院腹胀满疼痛，嗳腐吞酸，呕吐、泄泻、纳呆等；

肠鸣、矢气臭如败卵、泻下不爽、大便酸腐臭秽为饮食积滞的特征表现。

11.E.患者症状一派干涩少津之象，且无明显热象，为燥邪伤津液所致。

12.C.过度忧思损伤心脾，导致心脾气机结滞，运化失职，可见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胸闷

胁胀、善太息、不思饮食、腹胀纳呆、便涛等症状。

13.A.两胁胀痛、窜痛，牵引少腹及睾丸，烦躁易怒，均为肝气上逆之症；大怒伤肝，怒则

气上。故本病病因为过怒。

三、B1 型题

1.C.燥性干涩，易伤津液。燥邪伤人，易自口鼻而入，首犯肺卫，伤及津液。

2.A.火热之邪侵人，热淫于内，一方面迫津外泄，致气随津泄而津亏气耗；另一方面则直接

消灼煎熬津液，耗伤人体阴气。由于火热与心相应，故热入营血，尤易影响心神，扰乱神明



而神志不安，甚则狂躁、谵语等。

3.A.《内经》以阴阳为总纲，将病因分为阴阳两大类，即来自于自然界气候异常变化，多伤

人外部肌表者归属于阳邪；因饮食不节，居处失宜，起居失常，房事失度，情志过极，多伤

人内在脏腑精气者，归属于阴邪。

4.C.陈言提出“三因学说”，即六淫邪气侵犯为外所因，七情所伤为内所因，饮食劳倦、跌

仆金刃及虫兽所伤等为不内外因。

5.E.六淫致病的共同特点为季节性、外感性、地域性和相兼性（即六淫可单独伤人致病，又

可两种以上同时侵犯人体而为病）。

6.D.病气致病特点为:发病急骤，病情危笃，传染性强，易于流行，一气一病，症状相似（即

每一种疬气所致之疫病，均有各自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规律）。

7.D.暑邪致病有明显的季节性，主要发生于夏至以后，立秋之前。

8.B.火邪入于血分，可聚于局部，腐蚀血肉，发为痈肿疮疡。

9.E.湿性类水，故湿邪为阴邪，易伤人阳气。湿为重浊有质之邪，其性黏滞，侵人最易留滞

于脏腑经络，阻遏气机，使脏腑气机升降失常，经络阻滞不畅。

10.B.寒邪为阴邪，最易伤人阳气；寒性凝滞，使气血津液凝结阻滞；寒性收引，易使气机

收敛，腠理、经络、筋脉收缩而挛急。

11.E.因湿性重浊，易使患者分泌物、排泄物秽浊不清，故见下利黏液，小便浑浊。

12.B.火热与心相应，火热之邪入于营血，易影响心神，甚则扰乱神明，致狂躁不安。

13.A.过度思虑则致脾胃气滞，腹胀食减，故说“思则气结”。

14.E.过度悲哀则致肺气消减，少气喘息，故说“悲则气消”。

15.A.“劳则气耗”，由于脾为生气之源，肺为主气之脏，故劳力过度则耗气，易损脾肺二脏。

16.B.由于心藏神，脾主思，心主血，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而血是神志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

故用神太过，则易耗伤心血，损伤脾气。

17.A.过逸少动，易致气机不畅；瘀血停滞，也易致气机阻滞。

18.A.结石停滞易致气机不畅。

19.B.药物使用不当，非助邪即伤正，医者言行不当，诊治失误等，均可贻误治疗。故药邪

与医过致病均可加重病情，变生他疾。

20.A.结石乃有形实邪，停滞体内，易阻气机，甚者可损伤脉络。

21.B.肛门瘙痒，夜间为甚，乃是蛲虫病的常见症状。

22.A.蛔虫病的常见症状是脐周疼痛，时轻时重，并经常夜间磨牙。

23.B.答案分析:痰饮、瘀血停滞日久，均可郁久化热。

24.E.痰饮停滞体内，其病变发展，既可伤阳化寒，也可化热、夹风。

四、C 型题

1.B.燥性干涩，易伤津液，故燥邪伤人致病可见口干咽燥。

2.C.暑性升散，易伤津耗气，故暑邪伤人致病不仅可见口干咽燥等津伤之症，而且可见气短

乏力等气虚见症。

3.C.火热为阳邪，故火热太盛伤人致病则见人体阳气病理性偏亢，发为实热证；火热与心相

通应，火热之邪入于营血，尤易上扰心神而现心烦、失眠，甚或狂躁等。火热之邪袭人，燔



灼肝经，耗劫津液，筋脉失养，易引起肝风内动；火热入于血脉，灼伤络脉，迫血妄行，引

起各种出血证。

4.C.一般而言，疬气多属热毒之邪，其性疾速，故发病过程中常现发热、扰神、生风、动血

等症。

5.C.因为风为阳邪，其性升发，向上向外，易袭阳位（头面）；火热之邪性燔灼、升腾，火

性趋上，故侵人易害人体上部，尤以头面部为多见。

6.C.风邪虽春季多见，但四季皆有；火热虽旺于夏季，但不像暑邪那样有明显季节性，也不

受季节的限制，故火热之邪伤人致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7.A.瘀血日久不散，可严重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脏腑机能失常，生机受阻，可影响新血生成。

8.B.痰饮属于阴性病理产物，停滞体内既可伤阳化寒，也可郁久而从阳化热。

9.B.过度惊吓可致气机逆乱。

10.D.过度思虑可致气机郁结，故易导致气机郁结的情志变动既非过惊也非过怒。

11.C.药物使用不当，非助邪即伤正；诊治失误等可贻误治疗，故药邪和医过均能加重病情，

变生他病。

12.A.药物用量过大，特别是一些有毒药物用量过大，或炮制加工不当，易致药物中毒。

13.C.痰饮随气上逆，易于蒙蔽心神，使心神活动失常；痰饮阻滞于经脉，可影响血脉运行。

14.B.瘀血阻滞于体内，可致全身或局部血液运行不畅。

15.C.寒邪和湿邪皆为阴邪，易损伤阳气。

16.A.湿邪为重浊有质之邪，侵人易留滞于脏腑经络，阻遏气机。

17.A.燥性干涩，易伤津液。

18.A.火热之邪迫津外泄，易伤津耗气。

五、X 型题

1.ABCD.六淫致病，多从肌表、口鼻侵犯人体，或两者同时受邪而发病；多与季节气候有关，

如春季多风病，夏季多暑病等；与生活、工作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如西北多燥病，东北多

寒病等；且六淫邪气既可单独伤人致病，又可两种以上同时侵犯人体而为病，如风热感冒、

暑湿感冒等。

2.ABC.风、寒、湿三气杂至而引起的痹证，若见游走性关节疼痛，痛无定处，则属于风邪

偏盛，称为“风痹”﹔寒邪所客，气血凝滞不通，则以肢体关节冷痛为主，称为“寒痹”；

湿邪阻滞经络关节，阳气不得布达，则见肌肤不仁，关节疼痛重着，称为“湿痹”。

3.BCD.燥邪干涩、易伤津液而致皮肤、口鼻咽干等；暑邪升散，易伤津液而致口渴喜饮等；

火热之邪侵人，热淫于内，一可迫津外泄致津亏，同时可直接消灼煎熬津液，伤人阴气，故

临床除见热象外，可伴见口渴喜饮、咽干舌燥、小便短赤、大便秘结等津伤阴亏征象。

4.ABCDE.疬气致病特点是:发病急骤，病情危笃；传染性强，易于流行；一气一病，症状相

似。

5.ABCDE.引起疾病的常见原因有:外感六淫、七情内伤、病气传染、饮食失宜、劳逸失度、

持重努伤、跌仆金刃、外伤等。

6.ACD.宋代陈言提出“三因学说”，《三因极━病证方论》中说:“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

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



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动气……及至虎狼毒虫-……为不内外因。”

7.ADE.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

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

兽所伤。”

8.BC.暑为夏季的主气，故夏多暑热为病；长夏湿气当令，湿气太盛伤人致病，多发泄泻、

湿疹等湿病。

9.ABCE.风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风为阳邪，轻扬开泄，易袭阳位；风性善行而数变；风性

主动；风为百病之长。

10.BCE.寒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寒性收引，凝滞，为阴邪、易伤人阳气。

11.CDE.湿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湿性黏滞，湿性重浊，湿为阴邪，易阻滞气机，损伤阳气。

12.ACE.燥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燥性干涩，易伤津液，燥易伤肺。

13.BCD.火热之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火热为阳邪，其性趋上，易扰心神，易生风动血，易

致疮痈。

14.ABCD.暑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是:暑为阳邪，其性炎热，暑性升散，易伤津耗气，暑多夹

湿。

15.ABDE.因湿性黏滞，痰饮亦为湿聚而成，故湿邪致病或水湿痰饮停聚，病程较长，且易

反复发作；七情内伤大多为长期情志刺激致脏腑气血紊乱而发病；结石多为湿热久蕴，煎熬

蕴结，或食某些药物、食物沉积而成，病程均较长。

16.ACE.热、暑之邪均为阳邪，伤人易致高热、口渴喜饮、面赤、脉洪大等症，且易伤津耗

气。

17.ABDE.病气形成和疫病流行的原因有:气候反常，如久早酷热；社会因素，如战乱不停、

社会动荡不安；环境污染，饮食不洁；预防隔离工作不好等。

18.ABCDE.疬气侵人可致多种疫病，如痄腮、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天花、疫毒痢等。

19.ABC.由于心、肝、脾三脏在人体生理活动和精神心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情志内

伤，数情交织致病，多伤心、肝、脾三脏。

20.ABCE.情志病，系指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证。主要包括:①因情

志刺激而发的病证，如郁证、癫狂等；②因情志刺激而诱发的病证，如胸痹、真心痛、眩晕

等；③其他原因所致但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证，如消渴、恶性肿瘤等。据此，郁证、癫狂、

眩晕、消渴四者皆属于情志病。

21.BD.寒则气收、劳则气耗不属于情志异常病机；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思则气结属于情志

异常病机。

22.ABCDE.瘀血致病的特点包括:①易于阻滞气机；②影响血脉运行；3影响新血生成；④病

位固定，病证繁多。

23.ABCDE.瘀血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①血出致瘀；②气滞血瘀；③因虚致瘀（气虚等）；④

血寒致瘀；⑤血热致瘀。

24.ABCDE.痰饮致病的特点包括:①阻滞气血运行；②影响水液代谢；③易于蒙蔽心神；④

致病广泛，变化多端。

25.ACDE.由于肺、脾、肾、肝、三焦在人体水液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外感还



是内伤，导致肺、脾、肾、肝、三焦等脏腑功能失调，均可能形成痰饮。

26.ABCDE.结石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①饮食不当；②情志内伤；③服药不当；④体质差异；

⑤久病损伤。

27.ABCDE.结石致病的特点主要包括:①多发于肝、肾、胆、胃、膀胱等脏腑；②病程较长，

病情轻重不一；③阻滞气机，损伤脉络。

28.ABCDE.结石多发于肝、肾、胆、胃、膀胱等脏腑。

29.ABCD.药邪的形成因素主要包括:①用药过量；②炮制不当；③配伍不当；④用法不当。

30.ABD.药邪致病特点主要是:①中毒；②加重病情；③变生他疾。

31.ABCD.医过的形成因素主要有:①言行不当；②处方草率；③诊治失误（包括操作不当等）。

32.ABCDE.医过致病特点主要包括:①易致情志异常波动〔包括因情志波动致气血紊乱而使

病情复杂等）；②加重病情，变生他疾（包括贻误治疗等）。

33.ABCDE.饮食偏嗜包括:①寒热偏嗜（包括嗜酒、嗜辛辣等）；②五味偏嗜；③食类偏嗜（包

括过食肥甘厚味等）。

34.BC.由于脾为生气之源，肺为主气之脏，劳力过度，“劳则气耗”，故易伤脾、肺二脏。

35.AC.由于心主神，脾主思，血是神志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心主血脉，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故劳神太过易伤心、脾二脏。

36.ABCDE.常见的寄生虫包括蛔虫（长虫）、蛲虫、绦虫（寸白虫）、钩虫（伏虫）、血吸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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