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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诊断思路与方法

习 题

一、A 型题

1.某些非特异性资料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可以成为（ ）

A.必要性资料 B.偶见性资料 C.否定性资料

D.一般性资料 E.特征性资料

2.患者恶寒发热，头身疼痛，无汗，脉浮紧，与太阳伤寒证相符，此诊断思维方法是（ ）

A.归纳法 B.类比法 C.演绎法

D.反证法 E.预测法

3.病、证的主症一般属于（ ）

A.必要性资料 B.一般性资料 C.特征性资料

D.偶见性资料 E.否定性资料

4.下述哪项为“痰热闭神”的否定性资料（ ）

A.昏迷不知人 B.语言不清楚 C.喉间有痰声

D.无发热面赤 E.苔黄腻脉滑

5.盗汗是阴虚证的（ ）

A.必要性资料 B.特征性资料 C一般性资料

D.偶见性资料 E.否定性资料

6.病人见大热，大汗，大烦渴，脉洪大，此属于（ ）

A.一般性资料 B.偶见性资料 C.否定性资料

D.必要性资料 E.特征性资料

7.育龄期妇女停经，却身有病而“无邪脉”"，属何种资料（ ）

A.一般性资料 B.特异性资料 C.否定性资料

D.必要性资料 E.偶见性资料

8.常用的诊断思维方法中，试探法属于（ ）

A.类比法 B.模糊判断法 C.演绎法

D.反证法 E.其他思维方法

9.临床见头晕、眼花、头摇、肢体颤抖等症，常认为是“动风”，此为（ ）

A.类比法 B.反证法 C.演绎法

D.预测法 E.经验再现法

10.哪项不是影响病人如实准确反映病情最重要的因素（ ）

A.年龄 B.性别 C.文化程度

D.表达能力 E.神志状况

11.下述哪项是病情不相一致的表现（ ）

A.心阳虚见细数脉 B.阳虚见小便清长、自汗

C.阴亏见舌质裂纹 D.里实热见腹痛拒按、便秘

E.风痰阻络见舌短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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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类似证候难以鉴别时，可采用的辩证思维方法是（ ）

A.归纳法 B.类比法 C.反证法

D.试探法 E.演绎法

13.患者“动风”时并无发热的症状，不属下列哪项（ ）

A.肝阳化风 B.血虚动风 C.阴虚动风

D.热极生风 E.慢脾惊风

14.辨证中辨病位与病性的具体内容约为（ ）

A.10项 B.60项 C.90项

D.120项 E.260项

15.心阳虚脱证，不含下列哪项（ ）

A.病因 B.病性 C.病候

D.病位 E.病势

16.下列表述哪项不正确（ ）

A.每一病性概念都应有特定的证候表现 B.辨证主要是辨别病位与病性

C.任何规范的证名都必有病位 D.病性是指证候变化的本质属性

E.病性的概念有笼统与具体之分

17.一个规范的证名，应不包括哪项（ ）

A.病因 B.病性 C.病候

D.病位 E.病势

18.凡是证名，必须有哪项（ ）

A.病位 B.病因病性 C.病势

D.病情 E.病本

19.身体困重、恶心、苔腻、脉滑，主要反映下列哪一项（ ）

A.病名 B.病性 C.病位

D.病理连词 E.病势

20.病人主诉头晕眼花，又见面色淡白、舌淡、脉沉细等体征，其辨证应倾向于（ ）

A.痰湿内阻 B.心肝血虚 C肝阳上亢

D.肾精亏虚 E.肝火上炎

21.对病、证、症的关系，下述哪项不对（ ）

A.病的全过程可出现不同的证 B.症是辨病与辨证的主要依据

C.同一证可见于不同的病中 D.“证”可见于“病”的全过程

E.“证”反映“病”的阶段特点

22.下列哪项—般不属“层次性”病位的范畴（ ）

A.胃肠 B.太阳 C气分

D.卫分 E.少阳

23.下列哪项是针对“证”进行治疗的（ ）

A.止咳平喘 B.固精止遗 C.消积化疳

D.补气养血 E.接骨续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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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微发热，不欲食，乏力，苔薄白，脉弦缓，此属何种病情资料（ ）

A.一般性资料 B.否定性资料 C.特征性资料

D.偶见性资料 E必要性资料

25.下列哪项不属“空间性”病位的范畴（ ）

A.胃 B.肾 C.胸膈

D.少阳 E.胞宫

26.辨内伤杂病一般应以下列哪种辨证方法为主（ ）

A.表里辨证 B.八纲辨证 C.脏腑辨证

D.经络辨证 E.三焦辨证

27.痰蒙心神证，不含下列哪项（ ）

A.病因病性 B.病位 C.病理连词

D.病势 E.病状

28.下述哪项不是“疾病”所包括的内容（ ）

A.在一定病因作用下 B.机体邪正相争 C.阴阳失调

D.表现若干特定症状 E.某一阶段的本质

29.下述哪项是病名（ ）

A.心肾不交 B.肠痈 C.热痹

D.血瘀 E.表寒

30.下述哪一项为特征组合式病名（ ）

A.疫痢 B.麻疹 C.鱼鳞风

D.卒中风 E.肺痈

31.下述哪一项不是特征组合式病名（ ）

A.肺痿 B.胆胀 C.火眼

D.羊痫风 E.麻疹

32.下述哪一项不是形象寓意式病名（ ）

A.崩漏 B.真心痛 C.狐臭

D.花柳病 E.狐惑

33.常用的疾病分类方法不包含下列哪一项（ ）

A.病性分类法 B.病状分类法 C.病势分类法

D.按科分类法 E.病位分类法

34.下述哪一项不是本质属性式病名（ ）

A.雀目 B.唇疗 C.胁疽

D.黄胖病 E.破伤风

35.在特征组合式病名中，哪项属病位加病理命名（ ）

A.蛊胀 B.风疹 C肌痿

D.蛇头疗 E.酒癥

36.下列描述中哪项不对（ ）

A.中医病名比较精炼 B.应当挖掘古代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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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同一病可有多个病名诊断 D.许多中医病名是科学的

E.数病同存的多个诊断是允许的

37.不属于病性类疾病的是（ ）

A.郁病类 B.厥病类 C.痨病类

D.痛病类 E.疫病类

38.对辨病的下述认识哪项不对（ ）

A.判断病种 B.确定病名 C.把握全程规律

D.认识特殊病因 E.辨别证型

39.下列哪项属于辨病论治（ ）

A.清热，解毒 B.祛湿，化痰 C.截疟，止痢

D.活血，化瘀 E.补血，养心

40.下列哪项不属辨病论治（ ）

A.透疹 B.补肾 C.安胎

D.去翳 E.消痈

二、B 型题

A.恶寒发热 B.头身疼痛 C.无汗

D.间有咳嗽 E.脉浮紧

1.何为风寒表证的必要性资料（ ）

2.何为风寒表证的特征性资料（ ）

3.何为风寒表证的一般性资料（ ）

4.何为风寒表证的偶见性资料（ ）

A.类比法 B.归纳法 C.演绎法

D.反证法 E.模糊判断法

5.当病情不复杂而表现又很典型时，常使用的辩证思维方法是（ ）

6.当病情表现复杂，或者病情资料很多时，最适用的辩证思维方法是（ ）

7.对病情进行由浅人深、由粗到精的层层深人分析的辩证思维方法是（ ）

8.对多种欠精确、非特征性的症状做综合分析，以明确诊断的思维方法是（ ）

A.前额痛 B.侧头痛 C.后头痛

D.巅顶痛 E.头部固定持久痛

9.耳病疼痛的常见部位是（ ）

10.项痹等病的疼痛部位是（ ）

11.脑瘤等病的疼痛特征是（ ）

12.眼、鼻等病的疼痛部位是（ ）

A.脏腑辨证 B.六经辨证 C.三焦辨证

D.经络辨证 E.卫气营血辨证

13.辨空间性病位一般以哪种辨证为主?

14.外感时病中，寒邪侵袭所致病证，常以哪种辨证为主（ ）

A.实证 B.石阻证 C气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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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食积证 E表证

15.哪项属于抽象的病性概念（ ）

16.哪项属于大的病位概念（ ）

17.哪项属于层次性病位概念（ ）

A.本质属性式病名 B.形象寓意式病名 C.特征组合式病名

D.附加条件式病名 E.时令气候式病名

18.狐臭、霍乱、绣球风，属于（ ）

19.厌食等以主要症状命名者，属于（ ）

20.组合几种本质属性而命名者，属于（ ）

21.疫痢、经行发热、慢惊风，属于（ ）

三、X 型题

1.下述哪些属于病情资料的不一致性（ ）

A.大实有羸状 B.热深厥亦深 C.虚阳浮越

D.至虚有盛候 E.形盛脉实

2.诊断阳明经证的四个特征性资料，是指（ ）

A.面色赤 B.身大热 C.大汗出

D.大烦渴 E.脉洪大

3.当泄泻为主症时，诊断该病还需了解以下哪些内容（ ）

A.有无腹痛 B.有无呕吐 C.便质如何

D.全身其他症 E.做相关检查

4.中医对证名诊断的要求是（ ）

A.内容要准确全面 B.用词精炼规范 C.使用中医术语

D.必为教材所列 E.包含病因、病性、病位等内容

5.下列哪些属于空间病位概念（ ）

A.心神 B.厥阴 C.胞宫

D.营分 E.咽喉

6.对病、证、症的下述认识，哪些正确（ ）

A.病反映疾病全过程特点 B.病的全过程有不同的证

C.症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 D.症是辨病与辨证的依据

E.证与症无本质区别

7.下述哪些是独为中医使用的病名（ ）

A.百合病 B.白喉 C.哮喘

D.狐惑病 E.破伤风

参考答案

一、A 型题

1.E2.B3.A4.D5.B6.E7.C8.E9.A10.B11.A12.C13.D14.B15.C16.C17.C18.B19.B20.B21.D22.A23.

D24.A25.D26.C27.E28.E29.B30.E31.E32.B33.C34.A35.C36.C37.D38.E39.C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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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 型题

1.A2.E3.B4.D5.A6.B7.C8.E9.B10.C11.E12.A13.A14.B15.A16.E17.C18.B19.A20.C21.D

三、X 型题

1.ABCD

2.BCDE

3.ABCDE

4.ABCE

5.ACE

6.ABD

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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