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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内科病证

习 题

一、A 型题

1.中风中经络的针灸基本处方为（ ）

A.内关、人中、三阴交、极泉、尺泽、委中

B.百会、神阙、关元、足三里、内关

C.气海、关元、丰隆、委中、三阴交

D.神门、内关、大陵、三阴交、足三里

E.神阙、关元、委中、太溪、昆仑

2.风痰阻络型中风可在基本处方上再加（ ）

A.曲池、内庭、丰隆 B.丰隆、合谷

C.足三里、气海 D.太溪、风池 E.太冲、太溪

3.肝阳暴亢型中风可在基本处方上再加（ ）

A.足三里、气海 B.太溪、三阴交 C.丰隆、合谷

D.风池、完骨 E.太冲、太溪

4.治疗眩晕实证的主穴方为（ ）

A.风池、百会、内关、太冲 B.风池、百会、内关、合谷

C.风池、百会、合谷、太冲 D.百会、内关、足三里、三阴交

E.合谷、内关、太冲、三阴交

5.针灸治疗面瘫的基本处方为（ ）

A.阳白、四白、颊车、地仓、翳风、颧髎

B.翳风、颧髎、合谷、太冲、丰隆

C.阳白、四白、颊车、地仓、翳风、列缺

D.颊车、地仓、翳风、颧髎、大陵

E.攒竹、鱼腰、阳白、四白、颊车、地仓、颧髎、合谷、昆仑

6.针灸治疗面瘫之风寒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A.内庭 B.太溪 C.大椎

D.风池 E.翳风

7.痿证以肢体逐渐痿软无力，下肢为重，微肿而麻木不仁，或足胫热感，小便赤涩，舌红，苔黄腻，脉滑数为主症，

针灸治疗在基本选穴的基础上，再配（ ）

A.脾俞、胃俞、章门、中脘 B.肝俞、肾俞、太冲、太溪

C.阴陵泉、大椎、内庭 D.大椎、尺泽、肺俞、二间

E.内关、合谷、脾俞、胃俞

8.痿证以发热多汗，热退后突然出现肢体软弱无力，心烦口渴，小便短黄，舌红，苔黄，脉细数为主症，针灸治疗

在基本选穴的基础上，再配（ ）

A.阴陵泉、中极 B.脾俞、胃俞、章门、中脘

C.肝俞、肾俞、太冲、太溪 D.尺泽、肺俞、二间

E.内关、合谷、脾俞、胃俞

9.下列哪项不是针灸治疗不寐的主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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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照海 B.安眠 C.神门

D.印堂 E.太溪

10.下列哪项不是治疗郁证的主穴（ ）

A.水沟 B.内关 C.神门

D.风池 E.太冲

11.下列哪一项不是治疗痴呆的主穴（ ）

A.印堂、风池 B.太溪、悬钟 C.合谷、太冲

D.隔俞、内关 E.四神聪透百会、神庭透上星

12.治疗心悸的主穴是（ ）

A.百会、内关、合谷、足三里、脾俞 B.内关、郄门、神门、厥阴俞、巨阙

C.神庭、印堂、外关、三阴交、心俞 D.心俞、肝俞、内关、合谷、神门

E.肝俞、脾俞、合谷、太溪、三阴交

13.治疗心悸除主穴外，阴虚火旺者应加的穴位是（ ）

A.胆俞 B.脾俞、足三里 C.肾俞、太溪

D.膻中、膈俞 E.膻中、气海

14.治疗心悸除主穴外，心脉瘀阻者应加穴位是（ ）

A.胆俞 B.脾俞、足三里 C.肾俞、太溪

D.膻中、膈俞 E.膻中、气海

15.治疗感冒的主穴是（ ）

A.列缺、合谷、大椎、太阳、风池 B.列缺、合谷、大椎、风门、肺俞

C.列缺、合谷、曲池、尺泽、鱼际 D.列缺、合谷、大椎、风门、迎香

E.列缺、合谷、曲池、太阳、少商

16.治疗感冒除主穴外，鼻塞者加（ ）

A.足三里 B.少商 C.身柱

D.阴陵泉 E.迎香

17.治疗感冒除主穴外，咽喉疼痛者加（ ）

A.少商 B.身柱 C.足三里

D.迎香 E.委中

18.外感咳嗽兼风寒者，治疗时应加（ ）

A.风门 B.大椎 C.少商

D.丰隆、阴陵泉 E.行间

19.内伤咳嗽兼肺阴亏虚者，治疗时应加（ ）

A.少商 B，丰隆、阴陵泉 C.行间

D.膏育 E.孔最

20.治疗哮喘实证的主穴是（ ）

A.列缺、尺泽、膻中、肺俞、定喘

B.列缺、尺泽、膻中、肺俞、定喘、风门

C.列缺、尺泽、膻中、肺俞、定喘、大椎、曲池

D.列缺、尺泽、膻中、肺俞、定喘、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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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列缺、尺泽、膻中、肺俞、定喘、风池

21.治疗哮喘虚证的主穴是（ ）

A.肺俞、膏育、肾俞、定喘、太渊、太溪、足三里、行间

B.肺俞、膏育、肾俞、定喘、太渊、太溪、足三里、阴谷、关元

C.列缺、尺泽、膻中、肺俞、定喘

D.肺俞、膏肓、肾俞、定喘、太渊、太溪、足三里

E.列缺、尺泽、膻中、肺俞、定喘、大椎、曲池

22.哮喘实证兼有风寒者，治疗时除主穴外，应加（ ）

A.阴谷、关元 B.大椎、曲池 C.丰隆

D.天突 E.风门

23.肺旁兼见肾阴亏虚者，治疗除主穴外，应加（ ）

A.肾俞、三阴交 B.复溜、合谷 C.鱼际、孔最

D.内关 E.中脘、脾俞

24.肺痨兼见咯血者，治疗除主穴外，应加（ ）

A.肾俞、三阴交 B.复溜、合谷 C.鱼际、孔最

D.内关 E.中脘、脾俞

25.胃痛属寒邪犯胃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灸（ ）

A.三阴交 B.下脘、梁门 C.太冲

D.膈俞 E.胃俞

26.胃痛属肝气犯胃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

A.胃俞 B.下院、梁门 C.太冲

D.膈俞 E.三阴交

27.腹痛属寒邪内积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灸（ ）

A.神阙、公孙 B.阴陵泉、内庭 C.曲泉、血海

D.脾俞、章门、胃俞E.太冲

28.腹痛属湿热壅滞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

A.神阙、公孙 B.阴陵泉、内庭 C.曲泉、血海

D.脾俞、章门、胃俞E.太冲

29.发病急骤，腹痛剧烈，痢下脓血，里急后重甚，壮热口渴，烦躁不安，甚则神昏、痉厥，舌红绛，苔黄燥，脉滑

数者，治疗不选的腧穴为（ ）

A.天枢、下脘、上巨虚 B.曲池、三阴交

C.关元、合谷 D.大椎、太冲 E十宣放血

30.下列哪一项不是治疗血虚便秘的腧穴（ ）

A.天枢、支沟 B.水道、归来 C.丰隆

D.脾俞、内庭 E.足三里、三阴交

3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治疗癃闭以足太阳、督脉及相应俞募穴为主

B.治疗癃闭不论实证、虚证均以秩边、三阴交为主穴

C.秩边用芒针直刺 2.5~3寸，以针感向会阴部放射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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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针刺中极应直刺

E.小便淋沥不爽，无尿意或无力排尿者，加太溪、复溜

32.下列哪项不是治疗肾阳不足型阳痿的主穴（ ）

A.阳陵泉 B.关元 C.三阴交

D.肾俞 E命门

33.下列哪一项不是治疗湿热下注型遗精的主穴（ ）

A.关元 B.阴陵泉 C.太溪

D.三阴交 E.志室

二、B 型题

A.内庭、丰隆 B.足三里、气海 C丰隆、合谷

D.太冲、太溪 E.太溪、三阴交

1.以半身不遂，兼见肢体麻木或手足拘急，头晕目眩，苔白腻或黄腻，脉弦滑为主症的中风，

针灸治疗可在基本处方的基础上再加（ ）

2.以半身不遂，兼见肢体软弱，偏身麻木，手足肿胀，面色淡白，气短乏力，心悸自汗，舌暗，苔白腻，脉细涩为

主症的中风，针灸治疗可在基本处方的基础上再加（ ）

3.以半身不遂，兼见面红目赤，眩晕头痛，心烦易怒，口苦咽干，便秘尿黄，舌红或绛，苔黄或燥，脉弦有力为主

症的中风，针灸治疗可在基本处方的基础上再加（ ）

4.以半身不遂，兼见口黏痰多，腹胀便秘，舌红，苔黄腻或灰黑，脉弦滑大为主症的中风，针灸治疗可在基本处方

的基础上再加（ ）

A.气海、脾俞、胃俞 B.太溪、悬钟、三阴交

C.行间、侠溪、太溪 D.头维、丰隆、中脱、阴陵泉

E.风池、百会、内关、太冲

5.眩晕兼见急躁易怒，口苦，耳鸣，舌红，苔黄，脉弦，可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6.眩晕兼见头重如裹，胸闷恶心，神疲困倦，舌胖，苔白腻，脉濡滑，可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7.眩晕兼见耳鸣，腰膝酸软，遗精，舌淡，脉沉细，可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8.眩晕兼见神疲乏力，面色就白，舌淡，脉细，可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A.风池 B.环跳 C.足三里

D.百会 E.曲池

9.针灸治疗风寒型面瘫可在基本处方上加（ ）

10.针灸治疗风热型面瘫可在基本处方上加（ ）

11.针灸治疗面瘫恢复期可在基本处方上加（ ）

A.尺泽、肺俞、二间 B.阴陵泉、大椎、内庭

C.太白、中脘、关元 D.太溪、肾俞、肝俞

E.足三里、三阴交

12.治疗肺热伤津型痿证，在基本处方的基础上再加（ ）

13.治疗湿热袭络型痿证，在基本处方的基础上再加（ ）

14.治疗脾胃虚弱型痿证，在基本处方的基础上再加（ ）

15.治疗肝肾亏虚型痿证，在基本处方的基础上再加（ ）

A.心俞、脾俞、足三里 B.膈俞、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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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曲池、神门、内庭 D.合谷、阴陵泉、风池

E.肝俞、肾俞、太溪、三阴交

16.痫病间歇期，痰火扰神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17.痫病间歇期，风痰闭阻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18.痫病间歇期，心脾两虚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19.痫病间歇期，肝肾阴虚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20.痫病间歇期，瘀阻脑络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A.心俞、脾俞 B.行间、膻中 C.足三里、三阴交

D.中脘、阴陵泉 E.间使、百会

21.治疗肝郁气滞型癫证，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22.治疗痰气郁结型癫证，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23.治疗心脾两虚型癫证，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24.癫证哭笑无常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25.癫证纳呆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A.太白、公孙、内关、足三里 B.太溪、水泉、心俞、脾俞

C.行间、侠溪 D.心俞、脾俞、足三里

E.丘墟、心俞、内关

26.不寐兼心悸健忘，面色无华，易汗出，纳差倦怠，舌淡，脉细弱，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27.不寐兼头晕耳鸣，腰膝酸软，五心烦热，遗精盗汗，舌红，脉细数，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28.不寐兼心悸多梦，善惊恐，多疑善虑，舌淡，脉弦细，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29.不寐兼脘闷噫气，嗳腐吞酸，心烦口苦，苔厚腻，脉滑数，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A.心俞、脾俞、足三里、三阴交 B.曲泉、膻中、期门

C.通里、心俞、三阴交、太溪 D.行间、侠溪、外关

E.丰隆、阴陵泉、天突、廉泉

30.肝气郁结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31.气郁化火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32.痰气郁结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A.太溪、三阴交、肝俞、肾俞 B.曲泉、膻中、期门

C.通里、心俞、三阴交、太溪 D.心俞、脾俞、足三里、三阴交

E.行间、侠溪、外关

33.心神惑乱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34.心脾两虚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35.肝肾亏虚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 ）

A.肝俞、肾俞 B.丰隆、中脘 C.内关、膈俞

D.合谷、太冲 E.丰隆、中脘、足三里

36.治疗肝肾不足型痴呆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37.治疗痰浊上扰型痴呆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38.治疗瘀血阻络型痴呆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A.委中 B.足三里 C.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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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身柱 E.阴陵泉

39.感冒除主症外，兼见全身酸楚者，应在主穴中加（ ）

40.感冒除主症外，兼见头痛如裹，胸闷纳呆，应在主穴中加（ ）

41.体虚感冒，应在主穴中加（ ）

A.少商 B.丰隆、阴陵泉 C.行间

D.膏肓 E.孔最

42.内伤咳嗽兼痰湿侵肺者，治疗时应加（ ）

43.内伤咳嗽兼肺阴亏虚者，治疗时应加（ ）

A.行间 B.大椎 C.少商

D.丰隆阴陵泉 E.孔最

44.内伤咳嗽兼肝火灼肺者，治疗时应加（ ）

45.内伤咳嗽兼咯血者，治疗时应加（ ）

A.气海 B.大椎、曲池 C.丰隆

D.天突 E.阴谷、关元

46.哮喘病程长，反复发作，或当哮喘间歇期，哮喘声低气怯，气息短促，体质虚弱。兼见喘促气短，喉间痰鸣，语

言无力，吐痰稀薄，动则汗出，舌质淡或微红，脉细数，或软而无力。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应加（ ）

47.哮喘病程长，反复发作或当哮喘间歇期，哮喘声低气怯，气息短促，体质虚弱。兼见气短促，动则喘甚，汗出肢

冷，舌淡，脉沉细，或软而无力。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应加（ ）

A.肾俞、三阴交 B.复溜、合谷 C.鱼际、孔最

D.内关 E.中脘、脾俞

48.肺痨兼见潮热、盗汗者，治疗除主穴外，应加（ ）

49.肺病兼见纳少者，治疗除主穴外，应加（ ）

A.肾俞、三阴交 B.复溜、合谷 C.鱼际、孔最

D.志室、关元 E.归来、血海、三阴交

50.肺病兼见遗精者，治疗除主穴外，应加（ ）

51.肺病兼见月经不调者，治疗除主穴外，应加（ ）

A.胆俞 B.脾俞、足三里 C.肾俞、太溪

D.膻中、膈俞 E.膻中、气海

52.治疗心悸除主穴外，水气凌心时应加（ ）

53.治疗心悸除主穴外，心脾两虚时应加（ ）

A.胃俞 B.下脘、梁门 C.太冲

D.膈俞 E.三阴交

54.胃痛兼见饮食停滞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

55.胃痛属气滞血瘀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

A.神阙、公孙 B.阴陵泉、内庭 C.曲泉、血海

D.脾俞、章门、胃俞E.太冲

56.腹痛属气滞血瘀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

57.腹痛属寒邪内积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

A.内关、公孙 B.命门、气海 C.大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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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水沟、中冲、少冲E.血海、隔俞

58.阳黄兼见热重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应加（ ）

59.阴黄兼见瘀血内阻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应加（ ）

60.阴黄兼见神疲畏寒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应加（ ）

A.神阙 B.水分 C.内庭

D.关元 E.中脘

61.泄泻见大便清稀，水谷相混，肠鸣胀痛，口不渴，身寒喜温，舌淡苔白滑，脉迟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62.泄泻见便稀有黏液，肛门有灼热，腹痛，口渴喜冷伙，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腻，脉濡数者，

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63.泄泻见腹痛肠鸣，大便恶臭，泻后痛减，伴有未消化的食物，嗳腐吞酸，不思饮食，舌苔垢浊或厚腻，脉滑者，

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A.曲池、内庭 B.中腕、气海 C.大椎、太冲、十宣（放血）

D.内关、中脘 E.脾俞、肾俞

64.痢疾兼见下痢赤白相杂，肛门灼热，小便短赤，或恶寒发热，心烦，口渴，舌红，苔黄腻，脉滑数者，治疗应在

主穴的基础上加（ ）

65.痢下赤白黏冻，或纯为白冻，胃脘痞闷，喜暖畏寒，头身困重，苔白腻，脉濡缓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66.发病急骤，腹痛剧烈，痢下脓血，里急后重甚，壮热口渴，烦躁不安，甚则神昏、痉厥，舌红绛，苔黄燥，脉滑

数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67.痢下时发时止，日久不愈，发则下痢脓血或黏液，临厕腹痛里急，饮食减少，神疲乏力，畏寒，舌淡苔腻，脉濡

软或虚数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A.脾俞、气海 B.内庭、足三里 C.足三里、三阴交

D.太溪、关元 E.神阙、关元

68.便秘兼气虚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69.便秘兼血虚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70.便秘兼阳虚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A.委阳 B.尺泽 C.太冲、大敦

D.曲骨、次髎、血海 E.气海、曲骨

71小便闭塞不通，兼见口渴不欲饮，或大便不畅，舌红，苔黄腻，脉数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72.小便闭塞不通，兼见呼吸急促，咽干咳嗽，舌红苔黄，脉数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73小便闭塞不通，兼见多烦善怒，胁腹胀满，舌红苔黄，脉弦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74.小便闭塞不通，兼见小腹满痛，舌紫暗或有瘀点，脉涩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A.志室、胆俞 B.会阴、阴陵泉 C.太冲、血海、膈俞

D.命门、阳陵泉 E.太溪、复溜

75.阳痿湿热下注者，应加（ ）

76.阳痿气滞血瘀者，应加（ ）

77.阳痿伴腰膝酸软者，应加（ ）

A.关元、志室 B.心俞、神门、太溪 C.肾俞、太溪

D.阴陵泉 E.肾俞、神门

78.遗精心肾不交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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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遗精湿热下注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80.遗精肾精亏损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 ）

三、X 型题

1.中风中经络的针灸基本治法为（ ）

A.疏通经络 B.行气活血 C.醒脑开窍

D.滋补肝肾 E.通经止痛

2.以半身不遂、舌强语赛、口角喎斜，而无意识障碍为主症者，属（ ）

A.中风 B.中脏腑 C.中经络

D.中风先兆 E.真中风

3.中风中脏腑可选用的主穴有（ ）

A.水沟 B.三阴交 C.足三里

D.内关 E.曲池

4.中风中脏腑脱证的主穴和配穴为（ ）

A.内关 B.人中 C.关元

D.气海 E.神阙

5.治疗眩晕虚证的主穴方为（ ）

A.风池 B.百会 C.肝俞

D.肾俞 E.足三里

6.针灸治疗面瘫的主穴有（ ）

A.阳白 B.足三里 C.颊车

D.合谷 E.颧髎

7.肝肾亏虚型痿证针灸治疗可选的穴位为（ ）

A.足三里 B.阳明经排刺 C.胸夹脊

D.腰夹脊 E.太溪

8.湿热袭络型痿证针灸治疗可选的穴位为（ ）

A.胸夹脊 B.腰夹脊 C.腰阳关

D.大椎 E.阴陵泉

9.痫病的发生与下列哪些因素有关（ ）

A.先天因素 B.精神因素 C.脑部外伤

D.六淫之邪 E.饮食失调

10.治疗痫病大发作的主穴有（ ）

A.内关 B.水沟 C.涌泉

D.后溪 E.风池

11.治疗狂证的主穴有（ ）

A.丰隆、足三里 B.水沟、内关 C.大陵、神门

D.风池 E.中冲

12.治疗癫证的主穴为（ ）

A.中冲 B.水沟、内关 C.足三里、三阴交

D.丰隆、太冲 E.后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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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针刺治疗不寐以哪些经穴、特定穴为主（ ）

A.手厥阴经穴 B.手少阴经穴 C.督脉穴

D.八脉交会穴 E.八会穴

14.治疗郁证的主穴为（ ）

A.水沟 B.内关 C.神门

D.太冲 E.三阴交

15.治疗感冒的主穴是（ ）

A.列缺 B.合谷 C大椎

D.肺俞 E.风池、太阳

16.针灸治疗心悸的主穴是（ ）

A.内关 B.郄门 C.神门

D.厥阴俞 E.巨阙

17.针灸治疗外感咳嗽的主穴是（ ）

A.列缺 B.合谷 C.太渊

D.三阴交 E.肺俞

18.治疗内伤咳嗽的主穴是（ ）

A.列缺 B.合谷 C.太渊

D.三阴交 E.肺俞

19.针灸治疗哮喘实证应取的主穴为（ ）

A.列缺 B.尺泽 C.膻中

D.肺俞 E.定喘

20.针灸治疗哮喘虚证应取的主穴为（ ）

A.肺俞、膏育、肾俞B.阴谷、关元 C.定喘、太渊、太溪

D.大稚、曲池 E.足三里

21.针灸治疗疟疾应取的主穴为（ ）

A.大椎 B.间使 C.内关

D.公孙 E.后溪

22.温疟者，针灸治疗时应加刺（ ）

A.曲池 B.外关 C.陶道

D.期门 E.商阳

23.针灸治疗呕吐应取的主穴为（ ）

A.上脘 B.内关 C足三里

D.胃俞 E.中脘

24.呕吐属热吐者，针灸治疗应加（ ）

A.合谷 B.金津 C.玉液

D.膻中 E.丰隆

25.胃痛兼见脾胃虚寒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

A.气海 B.关元 C.梁门

D.胃俞 E.脾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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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胃痛兼见胃阴不足者，针灸治疗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

A.胃俞 B.关元 C.内庭

D.太冲 E.三阴交

27.针灸治疗腹痛应取主穴为（ ）

A.足三里 B.中脘 C.天枢

D.三阴交 E.太冲

28.针灸治疗阴黄应取主穴为（ ）

A.阴陵泉、胆俞 B.脾俞、中脘 C.足三里、三阴交

D.天枢、大肠俞 E.命门、气海

29.针灸治疗阳黄应取主穴为（ ）

A.阳陵泉、阴陵泉 B.合谷、足三里 C.太冲

D.胆俞 E.内庭

30.症见黎明之前腹中微痛，肠鸣即泻，泻后痛减，形寒肢冷，腰膝酸软，舌淡苔白，脉沉细者，治疗的处方应为（ ）

A.神阙、天枢 B.足三里、公孙 C.阴陵泉、上巨虚

D.水分、关元 E.肾俞、命门

31.治疗痢疾以哪些经穴为主（ ）

A.任脉 B.督脉 C手阳明经

D.足阳明经 E.足太阴经

32.便秘可分为（ ）

A.热秘 B.气秘

C.冷秘 D.虚秘 E.实秘

33.治疗雍闭实证的主穴为（ ）

A.秩边、阴陵泉 B.膀胱俞 C.三阴交

D.中极 E.肾俞

34.治疗癃闭虚证的主穴为（ ）

A.秩边、关元 B.曲谷、阴谷 C.脾俞

D.三焦俞 E.肾俞

35.患者小便淋漓不爽，排出无力，甚则点滴不通，气短纳差，大便不坚，小腹坠胀，舌淡苔白，脉细弱，治疗选取

的穴位为（ ）

A.秩边、关元 B.脾俞、肾俞 C.三焦俞

D.太溪、复溜 E.气海、足三里

36.治疗阳痿的主穴为（ ）

A.关元 B.命门 C.三阴交

D.肾俞 E.秩边

37.治疗遗精的主穴为（ ）

A.关元 B.命门 C.中极

D.三阴交 E.志室

38.治疗遗精耳穴可取（ ）

A.生殖器 B，内分泌 C.皮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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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肾、心 E.神门

39.治疗消渴可选用的主穴为（ ）

A.胰俞 B.脾俞、肾俞 C.肺俞

D.三阴交、太溪 E.命门、三焦俞

参考答案

一、A 型题

1.A.中风中经络的针灸基本处方为内关、人中、三阴交、极泉、尺泽、委中。

2.B.丰隆善于祛痰，合谷可搜风通络。

3.E.太冲可镇肝息风治标，太溪可滋补肝肾，滋水涵木以治本。

4.A.治疗眩晕实证的主穴方为风池、百会、内关、太冲。

5.E.针灸治疗面瘫的基本处方为攒竹、鱼腰、阳白、四白、颧髎、颊车、地仓、合谷、昆仑。

6.D.针刺治疗面瘫之风寒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风池，以祛风散寒。

7.C.本证属于湿热浸淫型痿证，因此，应选具有清利湿热作用的穴位。阴陵泉具有利湿作用，大椎可泻热毒，内庭

可清泻湿热。

8.D.本证属于肺热伤津型痿证，因此，应选具有清利肺热作用的腧穴。尺泽为肺经合穴，肺俞为肺之背俞穴，善清

肺热，二间为大肠经荥穴，善于清热，又肺与大肠相表里，使肺热有清泻之路，加强清肺热的作用。

9.E.治疗不寐的主穴为照海、申脉、神门、印堂、四神聪、安眠，无太溪。

10.D.治疗郁证的主穴为人中、内关、神门、太冲，无风池。

11.D12.B

13.C.肾俞、太溪可滋补肾水，滋阴降火。

14.D.膻中为气会穴，可宽胸理气，膈俞为血会穴，可活血化瘀。

15.A16.E

17.A.少商点刺出血，可清热泻火，消肿止痛。

18.A

19.D.膏肓穴具有补益肺阴的作用。

20.A21.D22.E

23.A.肾俞、三阴交可滋补肾阴。

24.C.孔最为肺经郄穴，功善治疗急症、血证；鱼际为肺经荥穴，可清泻肺热而止血。

25.E26.C27.A28.B

29.B.此型为疫毒痢，治疗应在主穴天枢、下脘、上巨虚、关元、合谷的基础上加大椎、太冲，十宣放血，泻热解毒、

开窍。

30.D.治疗便秘的主穴为天枢、支沟、水道、归来、丰隆，血虚者加足三里、三阴交，健脾生血。

31.C.治疗癃闭的主穴中无督脉穴。不论实证、虚证均以秩边为主穴，因秩边为膀胱经穴，可疏导膀胱气机，针刺时

用芒针直刺 2.5~3寸，以针感向会阴部放射为度。针刺中极等下腹部穴位之前，应首先叩诊，检查膀胱的膨胀程度，

以便决定针刺的方向、角度和深浅，不能直刺者，则向下斜刺或透刺法。小便淋漓不爽，无尿意或无力排尿者，为

癌闭虚证，加气海、曲骨，可补气通闭，促进膀胱之气化。

32.A.治疗阳痿的主穴为关元、三阴交、肾俞，肾阳不足加命门，以温补肾阳。

33.C.治疗遗精的主穴为关元、三阴交、志室，湿热下注者加阴陵泉，以清热化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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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 型题

1.C.因本证为风痰阻络型，故选丰隆、合谷，化痰通络搜风。

2.B.因本证为气虚血瘀型，故选气海补益元气，足三里补益中气，益气而化瘀。

3.D.因本证为肝阳暴亢型，故选太冲镇肝息风，太溪滋阴潜阳，标本兼治。

4.A.因本证为痰热腑实型，故选内庭清腑热、通腑气，丰隆化痰。

5.C.因此型属肝阳上亢型眩晕，故加行间、侠溪、太溪。

6.D.因此型属痰湿中阻型眩晕，故加头维、丰隆、中腕、阴陵泉。

7.B.因此型属肾精亏虚型眩晕，故加太溪、悬钟、三阴交。

8.A.因此型属气血两虚型眩晕，故加气海、脾俞、胃俞。

9.A.针灸治疗风寒型面瘫可在基本处方上加风池祛风通络。

10.E.针灸治疗风热型面瘫可在基本处方上加曲池泻热疏风。

11.C.针灸治疗面瘫恢复期可在基本处方上加足三里补益气血。

12.A.肺热伤津加尺泽、肺俞、二间，清泻肺热保津。

13.B.湿热袭络加阴陵泉、大椎、内庭，清热利湿。

14.C.脾胃虚弱加太白、中脘、关元，补益脾胃。

15.D.肝肾亏损加太溪、肾俞、肝俞，滋补肝肾。

16.C.痫病间歇期，痰火扰神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曲池、神门、内庭，清热化痰安神。

17.D.痫病间歇期，风痰闭阻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合谷、阴陵泉、风池、化痰息风通络。

18.A.痫病间歇期，心脾两虚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心俞、脾俞、足三里，补益心脾。

19.E.痫病间歇期，肝肾阴虚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肝俞、肾俞、太溪、三阴交，补益肝肾。

20.B.痫病间歇期，瘀阻脑络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膈俞、内关，活血化瘀，通络。

21.B.治疗肝郁气滞型癫证，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行间、膻中，疏肝理气。

22.D.治疗痰气郁结型癫证，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中腕、阴陵泉，健脾化痰。

23.A.治疗心脾两虚型癫证，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心俞、脾俞，补益心脾。

24.E.癫证哭笑无常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间使、百会，开心窍，调脑神。

25.C.癫证纳呆者，应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足三里、三阴交，健运脾胃。

26.D.因此型为心脾两虚，加心俞、脾俞、足三里，补益心脾。

27.B.因此型为心肾不交，加太溪、水泉、心俞、脾俞，交通心肾。

28.E.因此型为心胆气虚，加丘墟、心俞、内关，宁心壮胆。

29.A.因此型为脾胃不和，加太白、公孙、内关、足三里，调理脾胃。

30.B.肝气郁结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曲泉、膻中、期门，疏肝理气。

31.D.气郁化火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行间、侠溪、外关，清泻肝胆。

32.E.痰气郁结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丰隆、阴陵泉、天突、廉泉，化痰通利咽窍。

33.C.心神惑乱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通里、心俞、三阴交、太溪，调心气，通心窍，滋阴养神而安神。

34.D.心脾两虚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心俞、脾俞、足三里、三阴交，补益心脾。

35.A.肝肾亏虚型郁证，在主穴方的基础上加太溪、三阴交、肝俞、肾俞，滋补肝肾。

36.A.痴呆肝肾不足者加肝俞、肾俞，补益肝肾。

37.E.痴呆痰浊上扰者加丰隆、中脘、足三里，健脾化痰。

38.C.痴呆瘀血阻络者加内关、隔俞，活血化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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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D.身柱为治疗感冒全身酸楚的经验穴。

40.E.头痛如裹，胸闷纳呆是感冒夹湿的表现，因此加阴陵泉可除湿化浊。

41.B.足三里可补益正气，扶正而祛邪。

42.B43.D44.A45.E

46.A.因本证为肺气不足型，因此加气海，补益元气以补肺气。

47.E.因本证为久病肺虚及肾，肾气不足，肾不纳气，故加肾经合穴阴谷及关元可补益肾气。

48.B.复溜、合谷为敛汗止汗的特效穴。

49.E50.D51.E52.E53.B54.B55.D56.C57.A58.C59.E60.B

61.A.因此型为感受寒湿之邪，故加神阙，可配合用灸法，以温散寒邪。

62.C.因此型为感受湿热之邪，故加内庭清泻肠腑湿热。

63.E.因此型为饮食停滞，加中脘可消食导滞。

64.A.因此型为湿热痢，治疗应加曲池、内庭。

65.B.因此型为寒湿痢，治疗应加中脘、气海。

66.C.因此型为疫毒痢，治疗应加大椎、太冲，十宣放血。

67.E.因此型为休息痢，治疗应加脾俞、肾俞。

68.A.气虚便秘者，治疗应在主穴的基础上加脾俞、气海以补气健脾。

69.C.血虚便秘者加足三里、三阴交，健脾生血。

70.E.阳虚便秘者加神阙、关元，补益阳气。

71.A.因此型为湿热内蕴，加委阳可调理三焦，通调水道而清利湿热。

72.B.因此型为肺热壅盛，加尺泽可清泻肺热。

73.C.因此型为肝郁气滞，加太冲、大敦，可疏调肝气。

74.D.因此型为血瘀证，加曲骨、次髎、血海，可通络化瘀。

75.B.阳痿湿热下注者，加会阴、阴陵泉，清利湿热。

76.C.阳痿气滞血瘀者，加太冲、血海、膈俞，行气活血化瘀。

77.D.阳痿而腰膝酸软者，加命门、阳陵泉，益肾壮腰强筋。

78.B.遗精心肾不交者，加心俞、神门、太溪，交通心肾，安神定志。

79.D.遗精湿热下注者，加阴陵泉，清利湿热。

8o.C.遗精肾精亏损者，加肾俞、太溪，补益肾精。

三、X 型题

1.ACD.中风中经络的针灸治疗总原则为醒脑开窍、滋补肝肾、疏通经络。

2.AC.以半身不遂、舌强语謇、口角喎斜，而无意识障碍为主症者，属中风之中经络。

3.AD.中风中脏腑可选用的主穴有水沟、内关。内关调心神，水沟醒脑开窍。

4.ABCDE.中风中脏腑脱证的主穴为内关、人中，配穴为关元、气海、神阙。

5.ABCDE.治疗眩晕虚证的主穴方为风池、百会、肝俞、肾俞、足三里。

6.ACDE.阳白、颊车、合谷、颧髎属于针灸治疗面瘫的主穴。

7.ABCDE

8.ABDE.腰阳关主要具有温经通阳、壮腰作用，本证为湿热邪为患，故不用腰阳关。

9.ABCDE.痫病的发生多与先天因素、精神因素、脑部外伤及六淫之邪、饮食失调等有关。

10.ABCD.治疗痫病大发作的主穴为内关、水沟、百会、后溪、涌泉，无风池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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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CE

12.BDE

13.BCD.治疗不寐以手少阴经、督脉穴和八脉交会穴为主。

14.ABCD

15.ABCE

16.ABCDE

17.ABE

18.CDE

19.ABCDE

20.ACE

21.ABE

22.ABCE

23.BCE

24.ABC

25.ABDE

26.CE

27.ABCDE

28.ABC

29.ACDE

30.ABE.因此型为肾虚泄泻（五更泻）故在慢性泄泻主方神阙、天枢、足三里、公孙的基础上，加肾俞、命门，可

补命门火，温煦脾土及肠腑，腐熟水谷，而加强固肠止泻的作用。

31.ACD.治疗痢疾以手、足阳明经及任脉穴为主。

32.ABCD.便秘中热秘、气秘属于实证，中医内科将便秘分为热秘、气秘、冷秘、虚秘四大类，但无实秘一证。

33.ABCD

34.ACDE

35.ABCE.因此型为脾虚气弱证癃闭，故在癃闭虚证主穴秩边、关元、脾俞、肾俞、三焦俞的基础上，加气海、足三

里，加强补益中气作用。

36.ACD

37.ADE

38.ABCDE

39.ABCD.因消渴的基本病机为阴虚阳亢，因此一般不选用具有补阳作用的穴位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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