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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解表剂

习 题

一、A1 型题

1.麻黄汤主治证候的病机是（ ）

A.外感风寒湿邪，内有蕴热 B.外感风寒，营卫不和

C.外感风寒，肺气失宣 D.外寒里饮

E.风邪犯肺，肺失清肃

2.症见恶寒发热，头痛身痛，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浮紧。治当首选（ ）

A.麻黄汤 B.正柴胡饮 C.九味羌活汤

D.小青龙汤 E.止嗽散

3.大青龙汤的组成是（ ）

A.麻黄汤重用麻黄，再加石膏、生姜、防风

B.麻黄汤重用麻黄，再加石膏、生姜、大枣

C.麻黄汤重用麻黄，再加石膏、苡仁、大枣

D.麻黄汤重用麻黄，再加石膏、生姜、苏子

E.麻黄汤重用麻黄，再加石膏、防风、荆芥

4.功用为宣肺解表的方剂是（ ）

A.麻黄汤 B.华盖散 C.苏子降气汤

D.三拗汤 E.止嗽散

5.桂枝汤的功用是（ ）

A.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B.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C.调和气血，缓急止痛 D.温通心阳，平冲降逆

E.温经散寒，养血通脉

6.症见恶风发热，汗出，头痛，鼻鸣干呕，苔白不渴，脉浮缓。治当首选（ ）

A.麻黄汤 B.败毒散 C.华盖散

D.玉屏风散 E.桂枝汤

7.桂枝汤中桂枝与芍药的用量比例是（ ）

A.1∶2 B.2∶1 C.3:2

D.1:1 E.2∶3

8.被称为“仲景群方之冠”的方剂是（ ）

A.麻黄汤 B.小柴胡汤 C.肾气丸

D.桂枝汤 E.小青龙汤

9.应用桂枝汤的辨证要点是（ ）

A.恶寒发热，无汗而喘，脉浮紧 B.汗出恶风，小便不利，苔白，脉浮

C.自汗恶风，面色㿠白，舌淡脉虚 D.恶风，发热，汗出，脉浮缓

E.微恶风寒，发热，无汗，头痛，身痛，舌苔薄白，脉浮

10.桂枝汤的配伍特点不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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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中有补 B.散中有收 C.邪正兼顾

D.阴阳并调 E.火郁发之

11.症见恶寒发热，无汗，头痛项强，肢体酸楚疼痛，口苦微渴，舌苔白，脉浮。治当首选

（ ）

A.羌活胜湿汤 B.九味羌活汤 C.大青龙汤

D.荆防败毒散 E.柴葛解肌汤

12.药物配伍具有“分经论治”特点的方剂是（ ）

A.败毒散 B.大青龙汤 C.九味羌活汤

D.独活寄生汤 E.香苏散

13.九味羌活汤为哪位医家所创制（ ）

A.王好古 B.李东垣 C.孙思邈

D.张仲景 E.张元素

14.香苏散的组成中含有（ ）

A.木香 B.香薷 C.陈皮

D.苏子 E.前胡

15.恶寒发热，头痛无汗，胸脘痞闷，苔薄白，脉浮，是何方的辨证要点（ ）

A.参苏饮 B.香薷散 C.香苏散

D.败毒散 E.止嗽散

16.具有疏散风寒、理气和中功用的方剂是（ ）

A.藿香正气散 B.香苏散 C.香薷散

D.柴葛解肌汤 E.正柴胡饮

17.患者恶寒身热，头痛无汗，胸脘痞闷，不思饮食，舌苔薄白，脉浮。治当首选（ ）

A.藿香正气散 B.正柴胡饮 C.小青龙汤

D.香苏散 E.香薷散

18.主治证病机为外感风寒、气郁不舒的方剂是（ ）

A.香苏散 B.藿香正气散 C正柴胡饮

D.柴葛解肌汤 E.止嗽散

19.具有解表散寒、温肺化饮功用的方剂是（ ）

A.参苏饮 B.小青龙汤 C.苓甘五味姜辛汤

D.华盖散 E.苏子降气汤

20.恶寒发热，无汗，喘咳，痰多而稀，舌苔|白滑，脉浮，为何方的辨证要点（ ）

A.苏子降气汤 B.定喘汤 C.小青龙汤

D.苓甘五味姜辛汤 E.射干麻黄汤

21.小青龙汤的组成中含有（ ）

A.紫菀 B.杏仁 C生姜

D.白芍 E白前

22.小青龙汤中的君药是（ ）

A.麻黄、桂枝 B.桂枝、白芍 C.干姜、细辛



天任考研

3

D.桂枝、干姜 E.干姜、半夏

23.止嗽散的组成中不含有（ ）

A.紫菀 B.白前 C.陈皮

D.荆芥 E.杏仁

24.症见咳嗽咽痒，咳痰不爽，微恶风发热，舌苔薄白，脉浮缓。治当首选（ ）

A.金沸草散 B.止嗽散 C.定喘汤

D.苏子降气汤 E.射干麻黄汤

25.配伍用药具有温润和平、不寒不热特点的方剂是（ ）

A.止嗽散 B.金沸草散 C.桑菊饮

D.三拗汤 E.泻白散

26.张介宾所创制的平散风寒之代表方是（ ）

A.止嗽散 B.华盖散 C.金沸草散

D.正柴胡饮 E.射干麻黄汤

27.具有辛凉透表、清热解毒功用的方剂是（ ）

A.黄连解毒汤 B.银翘散 C.柴葛解肌汤

D.败毒散 E.升麻葛根汤

28.原书服法要求“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煎”的方剂是（ ）

A.桑菊饮 B.桑杏汤 C.银翘散

D.金沸草散 E.香薷散

29.辨证要点为发热，微恶寒，咽痛，口渴，脉浮数的方剂是（ ）

A.桑菊饮 B.桑杏汤 C.柴葛解肌汤

D.银翘散 E普济消毒饮

30.银翘散出自（ ）

A.《温热经纬》 B.《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C.《伤寒六书》 D.《温疫论》 E.《温病条辨》

31.银翘散中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且有解毒利咽配伍意义的药组是（ ）

A.薄荷、牛蒡子 B.荆芥穗、淡豆豉 C.芦根、竹叶

D.芦根、生甘草 E银花、连翘

32.桑菊饮的功用是（ ）

A.辛凉透表，清热解毒 B.疏风清热，宣肺止咳

C.辛凉宣肺，清热平喘 D.宣利肺气，疏风止咳

E.辛凉宣肺，清热利水

33.下列何项不是桑菊饮与银翘散组成中均有的药物（ ）

A.芦根 B.生甘草 C.连翘

D.桔梗 E.牛蒡子

34.患者但咳，身热不甚，口微渴，脉浮数。治当首选（ ）

A.银翘散 B.金沸草散 C.止嗽散

D.桑菊饮 E.桑杏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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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麻杏甘石汤的功用是（ ）

A.辛凉透表，清热解毒 B.辛凉疏表，清肺平喘

C.疏风清热，宣肺止咳 D.清泻肺热，止咳平喘

E.宣降肺气，清热化痰

36.症见身热不解，咳道气急，甚则鼻煽，口渴，无汗，舌苔薄，脉浮而数。治当首选（ ）

A.桑菊饮 B.麻杏甘石汤 C定喘汤

D.射干麻黄汤 E.桑杏汤

37.麻杏甘石汤主治证候的病机是（ ）

A.外感风邪，邪热壅肺 B.风温初起，肺失清肃

C.痰饮郁结，肺气上逆 D.风寒外束，痰热内蕴

E.肺有伏火，肺失宣降

38.麻杏甘石汤中的君药是（ ）

A.麻黄 B.杏仁 C.石膏

D.麻黄、杏仁 E.麻黄、石膏

39.功用为解肌清热的方剂是（ ）

A.大青龙汤 B.消风散 C.升麻葛根汤

D.竹叶柳劳汤 E.柴葛解肌汤

40.症见恶寒渐轻，身热增盛，无汗头痛，目疼鼻干，心烦不眠，咽干耳聋，眼眶痛，舌苔

薄黄脉浮微洪。治当首选（ ）

A.升麻葛根汤 B.蒿芩清胆汤 C.龙胆泻肝汤

D.柴葛解肌汤 E.大青龙汤

41.柴葛解肌汤为哪位医家所创制（ ）

A.王好古 B.李东垣 C.陶华

D.张仲景 E.张元素

42.不是柴葛解肌汤和九味羌活汤组成中共同药物的是（ ）

A.羌活 B.甘草 C.黄芩

D.白芷 E.桔梗

43.败毒散的功用是（ ）

A.发汗解表，散风祛湿 B.散寒祛湿，益气解表

C.益气解表，理气化痰 D.助阳益气，解表散寒

E.清热解毒，祛风除湿

44.主治证病机为气虚外感风寒湿邪，宜选的方剂是（ ）

A.参苏饮 B.再造散 C.败毒散

D.荆防败毒散 E.葱白七味饮

45.败毒散的组成中不含有（ ）

A.枳壳 B.前胡 C.柴胡

D.黄芩 E.人参

46.败毒散中的人参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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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药 B.臣药 C.佐助药

D.佐制药 E.反佐药

47.患者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肢体酸痛，无汗，鼻塞声重，咳嗽有痰，胸膈痞满，舌淡苔

白，脉浮而按之无力。治当首选（ ）

A.参苏饮 B.葱白七味饮 C.再造散

D.九味羌活汤 E.败毒散

48.益气解表的常用方是（ ）

A.败毒散 B.荆防败毒散 C.加减葳蕤汤

D.葱白七味饮 E.再造散

49.具有益气解表、理气化痰功用的方剂是（ ）

A.败毒散 B.参苏饮 C麻黄细辛附子汤

D.再造散 E.加减葳蕤汤

50.参苏饮主治证的病机是（ ）

A.阳气虚弱，外感风寒 B.阴虚之体，外感风热

C.阴血亏虚，感受外邪 D.气虚外感风寒，内有痰湿

E.素体阳虚，复感风寒

51.症见恶寒发热，无汗，头痛，鼻塞，咳嗽痰白，胸脘满闷，倦怠无力，气短懒言，舌苔

白，脉弱。治当首选（ ）

A.参苏饮 B.止嗽散 C.再造散

D.小青龙汤 E.败毒散

52.辨证要点为恶寒发热，无汗头痛，咳痰色白，胸脘满闷，倦怠乏力，苔白，脉弱的方剂

是（ ）

A.败毒散 B.麻黄细辛附子汤 C.再造散

D.小青龙汤 E.华盖散

53.参苏饮中的人参属于（ ）

A.君药 B.臣药 C.佐助药

D.佐制药 E.反佐药

54.症见发热，恶寒甚剧，虽厚衣重被，其寒不解，神疲欲寐，脉沉微。治当首选（ ）

A.四逆汤 B.麻黄细辛附子汤 C.再造散

D.参附汤 E.回阳救急汤

55.暴哑为大寒直犯肺肾，上窒窍隧，下闭肾气所致者，宜用何方治疗（ ）

A.回阳救急汤 B.肾气丸 C.右归丸

D.参附汤 E.麻黄细辛附子汤

56.治表里俱寒证的代表方是（ ）

A.四逆汤 B.当归四逆汤 C.再造散

D.麻黄细辛附子汤 E.回阳救急汤

57.加减葳蕤汤的功用是（ ）

A.益气解表 B.助阳解表 C.益气助阳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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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滋阴解表 E.养血解表

二、B1 型题

A.《医方集解》 B.《金匮要略》 C.《温病条辨》

D.《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E.《伤寒论》

1.麻黄细辛附子汤出自（ ）

2.败毒散出自（ ）

A.温通心阳，平冲降逆 B.益气解表，理气化痰

C.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D.温脾和中，缓急止痛

E.散寒祛湿，益气解表

3.桂枝汤的功用是（ ）

4.参苏伙的功用是（ ）

A.外感风寒，里有郁热 B.外感风寒，内伤湿滞

C.外感风寒，肺气失宣 D.外感风寒，营卫不和

E.外感风寒湿邪，内有蕴热

5.麻黄汤主治证候的病机是（ ）

6.九味羌活汤主治证候的病机是（ ）

A.杏仁 B.防风 C.五味子

D.桔梗 E.川芎

7.小青龙汤的组成中含有（ ）

8.柴葛解肌汤的组成中含有（ ）

A.荆芥、淡豆豉 B.连翘、银花 C.竹叶、牛蒡子

D.芦根、薄荷 E.杏仁、桔梗

9.银翘散中属于臣药的药是（ ）

10.桑菊饮中属于臣药的药是（ ）

A.2∶1 B.1:2 C.1:1

D.3:2 E.2∶3

11.原书桂枝汤中桂枝与白芍的用量比例为（ ）

12.原书麻杏甘石汤中麻黄与石膏的用量比例为（ ）

A.水一盏，入竹叶七片，蜜少许，煎至七分，去滓，食后温服

B.用劳水煎之，三分减二，去渣，分三次温服，相去行八九里

C.上为散，每服六钱，鲜芦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煎

D.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以助药力

E.若急汗热服，以羹粥投之；若缓汗，温服，而不用汤投之

13.原书九味羌活汤中煎服法的要求是（ ）

14.原书银翘散中煎服法的要求是（ ）

三、X 型题

1.麻黄汤中配伍桂枝的意义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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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冲降逆 B.解肌发表 C.温阳化气

D.温通经脉 E.发汗祛湿

2.下列哪些药物是桂枝汤中既能补脾和胃，又可调和营卫的常用组合（ ）

A.生姜 B.桂枝 C.大枣

D.白芍 E.甘草

3.桂枝汤原书的用法包括（ ）

A.微火煮取三升，适寒温，服一升

B.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

C.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D.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

E.服已须奥，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

4.九味羌活汤的辨证要点包括（ ）

A.肢体酸楚疼痛 B.恶寒发热 C舌红苔黄

D.口苦微渴 E.不汗出而烦躁

5.下列药中属九味羌活汤“分经论治”基本结构的药物是（ ）

A.苍术 B.细辛 C.羌活

D.白芷 E.川芎

6.香苏散主治证候的病机是（ ）

A.外感风寒 B.内伤湿滞 C.肺气失宣

D.内有痰湿 E.气郁不舒

7.香苏散的功用是（ ）

A.疏肝理气 B.疏散风寒 C.理气和中

D.宣肺化痰 E.发汗祛湿

8.小青龙汤的辨证要点是（ ）

A.恶寒发热，无汗 B.神疲欲寐，脉沉 C.喘咳，痰多而稀

D.胸脘满闷，倦怠乏力 E.舌苔白滑，脉浮

9.小青龙汤的配伍特点是（ ）

A.气血兼顾 B.散中有收 C.营卫同治

D.开中有合 E.体用并调

10.止嗽散的配伍特点包括（ ）

A.温而不燥 B.散寒不助热 C.解表不伤正

D.润而不腻 E.补而不滞

11.银翘散和桑菊饮中相同的药物是（ ）

A.杏仁 B.连翘 C.荆芥

D.桔梗 E.芦根

12.银翘散配伍银花、连翘的意义有（ ）

A.疏散风热 B.透疹 C.清热解毒

D.辟秽化浊 E.解毒消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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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麻杏甘石汤的主治证候包括（ ）

A.身热不解 B，咳逆气急 C.有汗

D.无汗 E.脉浮而数

14.麻杏甘石汤的功用是（ ）

A.辛凉疏表 B.清热化痰 C.降气化痰

D.清肺平喘 E.发汗解表

15.柴葛解肌汤的组成中有（ ）

A.黄芩 B.羌活 C.麻黄

D.细辛 E.白芷

16.败毒散配伍人参的意义是（ ）

A.益气以扶其正― B.助正以鼓邪外出 C.助正以防邪入里

D.大补元气以固脱 E.散中有补，不致耗伤真元

17.败毒散的辨证要点是（ ）

A.脉浮按之无力 B.倦怠无力 C.恶寒发热

D.肢体酸痛 E.无汗

18.参苏饮配伍苏叶的意义是（ ）

A.理肺疏肝 B.行气安胎 C.发散表邪

D.行气宽中 E.宣肺止咳

参考答案

一、A1 型题

1.C.麻黄汤功能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故主治证的病机应为外感风寒、肺气失宣。

2.A.此为外感风寒表实证。麻黄汤功能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为主治外感风寒表实证的基础

方。

3.B.大青龙汤系由麻黄汤重用麻黄，再加石膏、生姜、大枣组成。

4.D.三拗汤由解表宣肺的麻黄、止咳平喘的杏仁及调和诸药的甘草组成，功能宣肺解表。

5.B.桂枝汤由解肌发表的桂枝、益阴敛营的芍药、散邪和胃的生姜、养血益气的大枣及调药

之甘草组成，故功用为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6.E.此为外感风寒表虚证。桂枝汤功能解肌发表、调和营卫，为主治外感风寒表虚证的代表

方。

7.D.桂枝汤中桂、芍等量合用，为本方外可解肌发表，内调营卫、阴阳的基本结构。

8.D.柯琴在《伤寒来苏集·伤寒附翼》卷上中赞桂枝汤“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

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

9.D.桂枝汤是主治外感风寒表虚证的代表方。其辨证要点是恶风，发热，汗出，脉浮缓。

10.E.桂枝汤的配伍特点是发中有补，散中有收，邪正兼顾，阴阳并调。

11.B.此为外感风寒湿邪，内有蕴热证。九味羌活汤功能发汗祛湿，兼清里热，为主治该证

的常用方。

12.C.九味羌活汤中的羌活为治太阳风寒湿邪在表之要药；苍术为祛太阴寒湿的主要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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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辛善止少阴头痛:白芷擅解阳明头痛；川芎长于止少阳、厥阴头痛，合用则体现了“分经

论治”的特点。

13.E.九味羌活汤为张元素所创制。

14.C.香苏散由苏叶、香附、陈皮、甘草组成。

15.C.香苏散是治疗外感风寒而兼气滞的常用方。其辨证要点是恶寒发热，头痛无汗，胸脘

痞闷，苔薄白，脉浮。

16.B.香苏散以发表散寒，理气宽中的苏叶为君，配行气开郁的香附、陈皮及和中调药的甘

草，故具有疏散风寒、理气和中的功用。

17.D.此为外感风寒，气郁不舒证。香苏散功能疏散风寒、理气和中，是治疗外感风寒而兼

气滞的常用方。

18.A.香苏散具有疏散风寒，理气和中的功用。主治证的病机当为外感风寒，气郁不舒。

19.B.小青龙汤由发汗散寒的麻黄、桂枝与温肺化饮祛痰的干姜、细辛、半夏及敛肺的五味

子、养血的芍药、和中调药的甘草组成。具有解表散寒、温肺化饮功用。

20.C.此为外寒内饮证。小青龙汤功能解表散寒、温肺化饮，是治疗外感风寒、寒饮内停咳

喘的常用方。

21.D.小青龙汤的组成是麻黄、桂枝、干姜、细辛、半夏、五味子、芍药、甘草。

22.A.小青龙汤虽主治外寒内饮之表里同病证，但证偏表寒，治当解表为主，兼以化饮，故

君药当为麻黄、桂枝。

23.E.止嗽散由桔梗、荆芥、紫菀、百部、白前、甘草、陈皮组成。

24.B.此为风邪犯肺证。止嗽散功能宣利肺气、疏风止咳，为治疗风邪犯肺致咳嗽的常用方。

25.A.止嗽散以温而不热，润而不腻的紫菀、百部为君，止咳化痰；性平之桔梗、白前为臣，

宣降肺气；以辛而微温的荆芥疏风解表、陈皮理气化痰、甘草止咳调药，为佐使药。综观全

方，药虽七味，量极轻微，具有温而不燥、润而不腻、散寒不助热、解表不伤正的特点。

26.D.正柴胡饮君以柴胡辛散表邪；臣用防风祛风寒，止疼痛；佐用生姜发散透邪，陈皮疏

畅气机，芍药益阴和营；甘草调和诸药为使。本方药性平和，为张介宾所创制的平散风寒之

代表方。

27.B.银翘散以疏散、解毒的银花、连翘为君药；臣以薄荷、牛蒡疏散风热，荆芥穗、淡豆

豉解表散邪；佐以芦根、竹叶清热生津，桔梗宣肺止咳利咽；使以甘草调和药性。故其功用

为辛凉透表，清热解毒。

28.C.银翘散原书服法的要求是:“上为散。每服六钱，鲜芦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

过煎。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人中焦矣。”

29.D.银翘散是治疗风温初起之风热表证的常用方。其辨证要点是发热，微恶寒，咽痛，口

渴，脉浮数。

30.E.银翘散为清代名医吴瑭创制，出自《温病条辨》。

31.A.银翘散中的薄荷、牛蒡子疏散风热，清利头目，且可解毒利咽。

32.B.桑菊饮由疏散风热的桑叶、菊花、薄荷与宣降肺气的桔梗、杏仁，以及解毒的连翘、

生津的芦根等组成。故其功用为疏风清热，宣肺止咳。

33.E.银翘散与桑菊饮组成中相同的药物是连翘、桔梗、甘草、薄荷、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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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D.此为风温初起，邪犯肺络，肺失清肃证。桑菊饮功能疏风清热，宣肺止咳，为主治风

热犯肺之咳嗽证的常用方剂。

35.B.麻杏甘石汤由散邪宣肺的麻黄、清肺透邪的石膏、肃肺平喘的杳仁、调药和中的甘草

组成，因石膏倍于麻黄，故其功用为辛凉疏表、清肺平喘。

36.B.此为外感风邪，邪热壅肺证。麻杏甘石汤功能辛凉疏表、清肺平喘，为治疗表邪未解、

邪热壅肺之喘咳的基础方。

37.A.麻杏甘石汤功能辛凉疏表，清肺平喘。其主治证候的病机是外感风邪，邪热壅肺。

38.E.麻杏甘石汤以散邪宣肺的麻黄、清肺透邪的石膏共为君药，石膏倍于麻黄，使其不失

为辛凉之剂。

39.E.柴葛解肌汤由外透肌热，内清郁热之柴胡、干葛与外散风寒之羌活、白芷，内清热邪

之黄芩、石膏及养血的芍药、宣肺的桔梗、调药的甘草组成，故具有解肌清热功用。

40.D.此证乃太阳风寒未解，郁而化热，渐次传入阳明，波及少阳。柴葛解肌汤是治疗三阳

合病的常用方。

41.C.柴葛解肌汤为陶华创制。

42.E.柴葛解肌汤由柴胡、干葛、羌活、白芷、黄芩、石膏、芍药、桔梗、甘草组成；九味

羌活汤由羌活、防风、苍术、细辛、川芎、白芷、生地黄、黄芩、甘草组成。两方共同的药

物有羌活、白芷、黄芩、甘草。

43.B.败毒散由羌独活、川芎、柴胡、枳壳、桔梗、前胡等与人参、茯苓、甘草相配，构成

邪正兼顾，祛邪为主的配伍形式。故其功用为散寒祛湿，益气解表。

44.C.败毒散功能散寒祛湿，益气解表。故其主治证的病机为气虚外感风寒湿邪。

45.D.败毒散由羌独活、柴胡、川芎、桔梗、枳壳、前胡、茯苓、人参、甘草组成。

46.C.败毒散主治气虚外感风寒湿邪之证，法当散寒祛湿为主，兼以益气。故方中佐人参益

气以扶正。

47.E.此为气虚外感风寒湿邪之证。败毒散功能散寒祛湿，益气解表，为治疗虚人外感风寒

兼湿之证的常用方。

48.A.败毒散为益气解表的常用方。

49.B.参苏饮以解表宣肺的苏叶为君药；臣用解肌发汗的葛根、益气健脾的人参；佐用止咳

化痰、理气醒脾的半夏、前胡、茯苓、桔梗、枳壳、木香、陈皮等。故其功用是益气解表，

理气化痰。

50.D.参苏饮具有益气解表，理气化痰功用。其主治证的病机是气虚外感风寒，内有痰湿。

51.A.此为素体脾肺气虚，内有痰湿，复感风寒之证。参苏饮功能益气解表，理气化痰，为

治气虚外感风寒，内有痰湿证的常用方。

52.E.参苏饮为治气虚外感风寒，内有痰湿证的常用方。其辨证要点为恶寒发热，无汗头痛，

咳痰色白，胸胱满闷，倦怠乏力，苔白，脉弱。

53.B.参苏饮主治的气虚外感风寒证，因气虚程度较重，且内兼有痰湿，故方以益气健脾的

人参为臣，既助正以祛散表邪，又益脾以运化水湿。

54.B.此为素体阳虚，外感风寒证。麻黄细辛附子汤功能助阳解表，为主治少阴阳虚，外感

风寒的代表方、基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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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E.麻黄细辛附子汤有宣上温下，开窍启闭之功，故暴哑为大寒直犯肺肾，上窒窍隧，下

闭肾气所致者，宜用该方治疗。

56.D.麻黄细辛附子汤由发汗解表的麻黄、温肾助阳的附子、散寒温里的细辛组成。三药并

用，补散兼施，为治表里俱寒的典型方剂。

57.D.加减葳蕤汤由生津养血的葳蕤、大枣与解表散邪的薄荷、葱白、淡豆豉及清热的白薇、

宣肺止咳的桔梗等药组成。故其功用为滋阴解表。

二、B1 型题

1.E.麻黄细辛附子汤为仲景所创，出自《伤寒论》。

2.D.败毒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3.C.桂枝汤由解肌发表的桂枝、益阴敛营的芍药、散邪和胃的生姜、养血益气的大枣及调药

之甘草组成，故功用为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4.B.参苏饮以解表宣肺的苏叶为君药；臣用解肌发汗的葛根、益气健脾的人参；佐用止咳化

痰、理气醒脾的半夏、前胡、茯苓、桔梗、枳壳、木香、陈皮等。故具有益气解表，理气化

痰功用。

5.C.麻黄汤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其主治证的病机应为外感风寒，肺气失宣。

6.E.九味羌活汤功能发汗祛湿，兼清里热。其主治证的病机应为外感风寒湿邪，内有蕴热。

7.C.小青龙汤由麻黄、桂枝、干姜、细辛、半夏、五味子、芍药、甘草组成。

8.D.柴葛解肌汤由柴胡、干葛、羌活、白芷、黄芩、石膏、芍药、桔梗、甘草组成。

9.A.银翘散主治风温初起之风热表证，其臣药是荆芥、淡豆鼓。

10.E.桑菊饮为主治风热犯肺之咳嗽证的常用方剂，其臣药是杏仁、桔梗。

11.C.桂枝汤中桂、芍等量合用，为本方外可解肌发表，内调营卫阴阳的基本结构。故桂枝

与白芍的用量比例为 1:1.

12.B.麻杏甘石汤以散邪宣肺的麻黄、清肺透邪的石膏共为君药，石膏倍于麻黄，使本方不

失为辛凉之剂。故麻黄与石膏的用量比例为 1:2.

13.E.九味羌活汤原书的煎服法为上九味㕮咀，水煎服。若急汗，热服，以羹粥投之；若缓

汗，温服，而不用汤投之。

14.C.银翘散原书的煎服法是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芦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

煮。

三、X 型题

1.BD.麻黄汤中配伍桂枝的意义是解肌发表，温通经脉。

2.AC.桂枝汤中的生姜、大枣相配，是补脾和胃、调和营卫的基本结构。

3.ABCDE.桂枝汤原书的用法是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适寒温，服一升。

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

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如前法；又不汗，

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

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4.ABD.九味羌活汤功能发汗祛湿、兼清里热，为主治外感风寒湿邪，内有蕴热证的常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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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辨证要点是恶寒发热，头痛无汗，肢体酸楚疼痛，口苦微渴。

5.ABCDE.九味羌活汤中的羌活为治太阳风寒湿邪在表之要药；苍术为祛太阴寒湿的主要药

物；细辛善止少阴头痛；白芷擅解阳明头痛；川芎长于止少阳、厥阴头痛，合用则为本方“分

经论治”的基本结构。

6.AE.香苏散具有疏散风寒，理气和中的功用。其主治证的病机当为外感风寒，气郁不舒。

7.BC.香苏散由解表理气的苏叶，行气开郁的香附、陈皮及和中调药的甘草组成。具有疏散

风寒，理气和中的功用。

8.ACE.小青龙汤是治疗外感风寒，寒饮内停咳喘的常用方。其辨证要点是恶寒发热，无汗，

喘咳，痰多而稀，舌苔白滑，脉浮。

9.BD.小青龙汤的配伍特点是散中有收，开中有合。

10.ABCD.止嗽散的配伍特点为温而不燥，润而不腻，散寒不助热，解表不伤正。

11.BDE.银翘散与桑菊饮组成中都有的药物是连翘、桔梗、甘草、薄荷、芦根。

12.ACD.银翘散为治疗风温初起之常用方。方中配伍银花、连翘的意义是疏散风热，清热解

毒，辟秽化浊。

13.ABCDE.麻杏甘石汤功能辛凉疏表，清肺平喘，主治表邪未解，邪热壅肺证。故其主治证

候为身热不解，咳逆气急，甚则鼻扇，口渴，有汗或无汗，舌苔薄白或黄，脉浮而数。

14.AD.麻杏甘石汤由散邪宣肺的麻黄，清肺透邪的石膏，肃肺平喘的杏仁，调药和中的甘草

组成。因石膏倍于麻黄，故其功用为辛凉疏表、清肺平喘。

15.ABE.柴葛解肌汤由柴胡、干葛、羌活、白芷、黄芩、石膏、芍药、桔梗、甘草组成。

16.ABCE.败毒散主治气虚外感风寒湿邪之证，故方中佐用人参益气以扶其正:一则助正气以

鼓邪外出，并寓防邪入里之义；二则令全方散中有补，不致耗伤真元。

17.ACDE.败毒散为治疗虚人外感风寒兼湿之证的常用方。其辨证要点是恶寒发热，肢体酸

痛，无汗，脉浮按之无力。

18.CDE.参苏饮配伍苏叶的意义是发散表邪，宣肺止咳，行气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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