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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 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1．重点名校：中医综合 2017-2021 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

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二、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考研资料 

2．《中医内科学》考研资料 

（1）《中医内科学》考研资料[笔记+提纲] 

①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内科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内科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中医内科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内科学》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中医基础理论》考研资料 

（1）《中医基础理论》考研资料[笔记+提纲] 

①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基础理论》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基础理论》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3）《中医基础理论》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基础理论》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4．《中医诊断学》考研资料 

（1）《中医诊断学》考研资料[笔记+提纲] 

①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诊断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诊断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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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诊断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诊断学》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中医诊断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诊断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诊断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诊断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5．《中药学》考研资料 

（1）《中药学》考研资料[笔记+提纲] 

①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药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药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中药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药学》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6．《方剂学》考研资料 

（1）《方剂学》考研资料[笔记+提纲] 

①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方剂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方剂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3）《方剂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方剂学》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7．《针灸学》考研资料 

（1）《针灸学》考研资料[笔记+提纲] 

①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针灸学》考研复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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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针灸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针灸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针灸学》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针灸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针灸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针灸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针灸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8 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498.00]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9．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考研初试参考书 

中医内科学，第十版，张伯礼，吴勉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第十版，主编 王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第十版，主编 李灿东，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学，第十版，主编 周祯祥 唐德才，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方剂学，第十版，主编 李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学，第十版，梁繁荣，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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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中医综合备考信息 

 

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中医内科学，第十版，张伯礼，吴勉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第十版，主编 王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第十版，主编 李灿东，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学，第十版，主编 周祯祥 唐德才，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方剂学，第十版，主编 李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学，第十版，梁繁荣，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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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中医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中医内科学》考研核心笔记 

 

上篇  总论 

 

第 1 章  导言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医内科学”定义 

考点：中医内科疾病的分类 

考点：中医内科疾病的命名 

考点：中医内科疾病的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中医内科学术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1.“中医内科学”定义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并采用中药治疗为主的一

门临床医学。它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病理生理学说为指导，系统的反映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因

而是中医学学科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其他学科的基础，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专业课。 

起源与发展: 

（1）萌芽阶段——殷商时期 

（2）奠基阶段——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①始于战国而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始一部划时代的医学著作，全面的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

就，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体现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对内科疾病分别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生理系

统，风、寒、暑、湿、燥、火等病因，以及疾病的临床表现特点来加以认识，为后世内科疾病的分类与命

名打下了基础。 

②东汉张仲景总结前人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包括理、法、

方、药在内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和脏腑辨证论治理论体系。 

（3）充实阶段——魏晋至金元时期 

（4）成形阶段——清明时期 

【核心笔记】中医内科疾病分类、命名及其特点 

1.中医内科疾病的分类 

外感病：伤寒六经病证、温病卫气营血证、三焦病证 

内伤病:脏腑病证、气血津液病证、肢体经络病证 

 

2.中医内科疾病的命名 

以病因命名的中风、中暑、虫证等 

以病机命名的郁证、痹证、厥证等 

以病理产物命名的痰饮等 

以病位命名的胸痹、肝着、、肾着、肺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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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症命名的咳嗽、喘证、呕吐、泄泻、眩晕等 

以主要体征命名的黄疸、积聚、水肿、鼓胀等 

 

3.中医内科疾病的特点 

（1）中医内科外感疾病的特点 

（2）中医内科内伤杂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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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中医内科疾病辩证论治纲要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辨证原则、治疗原则 

考点：六气和六淫的基本概念 

考点：六淫的致病特点 

考点：辨证论治、概述 

考点：辨证论治、概述 

考点：脏象与病能、辨证论治 

考点：气病、血病 

考点：气血合病 

考点：痰病、饮病 

 

考研核心笔记 

1.辨证原则 

（1）全面分析病情 

（2）掌握病证病机特点 

外感时病主要应按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进行证候归类。 

内伤杂病: 

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脾（胃）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辨证分析 

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胆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的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3）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①辨证 

②辨病 

③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2.治疗原则 

（1）调节整体平衡原则 

①调节整体平衡可以从调整阴阳入手 

②调节整体平衡，还要求对各种治疗措施和方药的运用都应适可而止，不可矫枉过正，以防机体出现

新的不平衡。 

（2）审证求机论治原则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就是审证求机论治在临证中的基本应用。“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

说明“证”是决定治法方药的最可靠依据。 

（3）明辨标本缓急原则 

在临证时必须分清疾病的标本、至次、轻重缓急，而采取“甚者独行，间者并行”，也就是“急则治其标，

缓则治其本”和“标本同治”的方法进行治疗，这就是明辨标本缓急治疗原则。 

急则治其标：是指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紧急危重的证候，影响到病人的安危时，就必须先

行解决，而后再治疗其本的原则。 

缓则治其本：是指再病情缓和的情况下，应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因为表病产生于本病，本病解决了，

标病自然随之而解。 

标本同治：在标本俱急的情况下，须采取标本同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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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握动态变化原则 

把握动态变化治疗原则，在外感方面的应用： 

初期阶段——邪气正盛，正气未衰，病较轻浅，可急发散祛邪； 

中期阶段——病邪深入，病情加重，更当着重祛邪减其病势； 

后期阶段——邪气渐衰，正气未复，既要继续祛除余邪，又要扶正以祛邪，使邪去正复。 

（5）顺应异法方宜原则 

因时治宜：治疗应结合不同季节、不同时辰的特点，考虑用药的原则，称为“因时治宜”。 

因地治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称“因地治宜”。 

因人治宜：根据病人年龄、体质、性别、生活习惯等不同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称为“因人

治宜”。 

（6）据证因势利导原则 

据证因势利导原则要求顺其病势，就近祛邪，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 

（7）先期治疗未病原则 

未病先防：是指对有可能发生疾病的个体和人群，及早提出预防措施，运用药物陪补人体得正气，预

防疾病发生的方法。 

既病防变：是指医者可根据疾病传变规律，防其传变对可能受到传变的脏腑和可能受到影响的气血津

液，采取预防措施，阻断和防止病变的发展和传变，把病变尽可能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以利于疾病的彻底

治疗，取得最好的疗效。 

（8）重视调摄护理原则 

恰当的调护，有利于正气的恢复、邪气的祛除和促进病人早日康复。忽视调摄护理，不仅会延误康复

时间，还会出现“食复”、“劳复”等情况，以致病情反复，因此，必须重视调摄护理。 

【核心笔记】外感六淫病证辨治概要 

1.六气和六淫的基本概念 

六气：在正气情况下，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六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统称为“六气”。 

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邪气，统称为六淫病邪。 

 

2.六淫的致病特点 

（1）六淫引起的疾病，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2）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人体的各体差异，虽在同一季节里，也可感受不同的病邪而发生

不同的疾病。 

（3）六淫致病，既可以是单一的，更多是混合的 

（4）六淫之邪侵入人体后，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转化 

 

3.辨证论治 

（1）风 

风邪的致病特点有四： 

①风性轻扬 

易于侵犯人体的上部和肌表，故临床常见头痛，感冒等病证。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伤于风者，

上先受之”。 

②风性疏泄 

其侵袭人体，可使肌腠开泄，故多见恶风，自汗等症状。 

③风性善动 

其临床表现多见动摇不定，所谓：“风胜则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如痉证的四肢抽搐，颈

项强直，甚至角弓反张，即属于风。 

④风性善行而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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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考研核心笔记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医学 

考点：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考点：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1.中医学 

（1）中医学 

是产生于中国，经过数千年发展所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尤其具有丰富诊疗手段及养生康复方法

的科学。 

（2）中医学学科属性 

中医学中医学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相交融的医学科学。 

①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②具有社会科学特性 

③受到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④是多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 

（3）中医学内容 

①中医基础理论 

②中医预防医学 

③中医临床医学 

（4）中医基础理论 

是研究阐发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学科。 

①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②中医对正常人体的认识 

③中医对疾病的认识 

④中医养生和诊疗疾病的原则 

 

 

2.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 

先秦、秦、秦汉时期： 

代表作：《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中医在人体结构、生理、病因、病机、诊法、方剂、中药等各个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标

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基本确立。 

①《黄帝内经》 

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中医理论形成的标志。包括： 

《素问》 

《灵枢》 

共收集论文 162 篇 

②《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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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难 

相传为扁鹊（秦越人）所著：独取寸口、五腧穴理论、命门三焦理论。 

脏腑、经络、脉学、病理、针法 

③《伤寒杂病论》 

创立辨证论治医疗体系，奠定临床医学的基础。后世尊张仲景为“医圣”，其书尊为“方书之祖”。 

分为：《伤寒论》 

《金匱要略》 

四诊、八纲、八法 

④《神农本草经》 

现存最早中药学专著,载药 365种: 

a.上、中、下三品，是中国药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法； 

b.中药药性理论；四气、五味 

c.七情和合 

（2）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①魏晋隋唐时期（临床专科）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现存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 

晋·王叔和《脉经》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论述了 24 种病脉。 

晋·皇甫谧 

《针灸甲乙经》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晋·葛洪《肘后方》 

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唐·苏敬、李勣《新修本草》 

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唐·王焘《外台秘要》 

②宋金元时期（突破性） 

a.南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创立“三因学说”。 

b.北宋·王惟一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 

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 

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16834 方 

宋政府（陈师文、裴宗元、陈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第一部药典） 

南宋·宋慈《洗冤集录》（1247 年）是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金元四大家 

a.刘完素创河间学派，倡导火热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寒凉派、主火派 

b.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倡“邪非人身所有，邪去则正安”，善用汗、吐、下三法攻邪治病—

攻邪派（攻下派） 

c.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倡“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以调理脾胃为主—补土派（脾胃学

派） 

d.朱震亨（字彦修，后人尊为朱丹溪），“郁症”“百病多因痰作祟”，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善用滋阴降火治疗杂病—养阴派 

③明清时期（综合汇通、深化发展） 

a.集大成著作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1892药、11096 方、1109图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 

明·楼英《医学纲目》 

明·朱木肃《普济方》61739方，古医书收方最多 

b.理论创新 

王清任《医林改错》改正前人解剖错误，发展瘀血致病理论 

明代命门学说：张介宾《景岳全书》《类经》、赵献可《医贯》 

c.温病学说与温病四大家 

吴有性（字又可）《温疫论》，明确提出温病病因为“戾气”，传染途径为口鼻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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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四大家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温热论》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 

吴瑭（字鞠通）《温病条辨》创立温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体系。 

薛生白《湿热条辨》 

王孟英《温热经纬》 

④近代、现代（继承与创新） 

a.30 年代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集古今中医学大成； 

b.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西医学汇通专著； 

c.当代《内经讲义》《中医学基础》《中医基础理论》 

 

3.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1）整体观念 

①概念：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事物与事物之间亦密切联系，

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的有机整体。 

②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

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必然

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影响，这就要求人们在医疗实践中，必须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

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③内涵：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二是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2）辨证论治 

①相关概念 

a.病，即疾病。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 

b.症，即症状和体征的总称，是疾病过程中患者的临床表现 

c.证，即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概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及

邪正关系等 

②辨证论治 

a.辨证，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

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以探求疾病的本质。 

b.论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③辨证要点 

a.辨清疾病的原因 

b.辨清疾病的部位 

c.辨清疾病的性质 

d.辨清病变的邪正关系 

④辨证论治内涵 

以症辨证，以症辨病，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重在辨证 

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 

意义： 

a.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其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其病情处

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表现的证不同，因而治法亦不一样。 

b.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和相同的证，因而也可采用

相同的方法治疗。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98 页 共 599 页 

第 1 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古代哲学精与气的基本概念和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 

考点：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和阴阳及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 

考点：阴阳学说的起源与形成和阴阳属性的归类 

考点：就阴阳属性划分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考点：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和阴阳学说在中医学的运用 

考点：五行及五行学说的基本概念 

考点：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考点：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研究精气的内涵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及其发展变化的一

种古代哲学思想。 

 

1.古代哲学精与气的基本概念 

精与气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基本上是同一的。 

认为精与气是同一物者： 

《周易·系辞上》认为宇宙万物由精气构成。 

《管子·心术下》认为精即精微的、能够运动变化的气。 

《淮南子》称气为精，认为精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原始精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共同物质基础。 

认为精是气的精华部分者： 

《淮南子·精神训》说：“烦气为虫，精气为人” 

精气与烦气相对而言，精气指气中的精华部分，烦气指气中的繁杂部分。 

《论衡》：“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 

认为精是气的最精微的部分，是构成人体及其道德精神的精微之气。 

上述各家，皆认为精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且与气的内涵是同一的。 

（1）精的基本概念 

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与“气”同义，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指肉眼看不见形质）

而运动不息的极细微物质，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 

精的概念源于“水地说” 

自然界的水即天地之精，万物赖以生长发育之根源，因而在“水地说”的基础上引申出“精”的概念，

嬗变为精为万物之原。 

人类自身的繁衍，是男女生殖之精相结合而成，亦可说成是水凝聚而成。水，即精，凝停相合而为人。 

（2）气的基本概念 

气，在古代哲学中，指存在于宇宙之中的不断运动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

本原。 

气的概念源于“云气说” 

云气是气的本始意义。 

《说文》：“气，云气也” 

古代哲学精气概念的形成，是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察结果。 

远取诸物—观察自然界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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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断学》考研核心笔记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诊法、诊病 

考点：辨证、病案 

考点：司外揣内、见微知著 

考点：以常达变、整体审查 

考点：诊法合参、病证结合 

考点：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史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概况 

中医诊断学的学科性质 

中医诊断学是根据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诊察病情、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 

中诊的重要性 

（1）正确的诊断是正确的治疗的前提； 

（2）中医诊断学是中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中基、中诊、中药、方剂）； 

（3）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的过渡性桥梁课程。 

【核心笔记】中医诊断学的主要内容 

1.诊法 

亦称为四诊——中医收集病情资料的方法，是辨证、辨病的依据。 

望诊—察看病体的外观（神、色、形、态、舌象）及分泌物、排出物等以发现异常表现，了解病情。

听病人的语言、呼吸等声音 

嗅病人发出的异常气味 

问诊—询问病人或陪诊者有关疾病的情况，诊疗经过等以了解疾病发生发展、诊疗等情况。 

脉诊—测知脉象的变化 

按诊—触按病人身体有关部位，了解异常体征 

 

2.诊病 

亦称辨病、判断病种、确定诊断病名。 

 

3.辨证 

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分析、归纳；病人的临床资料判断；疾病当前的病位、病因、病性等诊断；完

整的证名。 

附：症：是疾病客观的症状和体征，症状之间、体征之间可有或无联系，是病人的“愁诉”。 

证：是医生对致病因素作用于病体，病体所反应出的证候的概括，是对疾病当前本质所作的结论。 

证候：指每个证所表现的具有内在病理联系的症状、体征，证候为证的外候。 

证型：临床较为常见的、典型的、证名规范的、被中医界公认的证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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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具有特定的病变规律与临床表现的病种、包含特定的病因病机与代表性症状、证型、证候及治疗

规则。 

 

4.病案 

现称病历、是临床有关诊疗等情况的书面记录。 

是回顾性总结的重要资料，评估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 

【核心笔记】中医诊断学的基本原则 

1.司外揣内 

 

 

2.见微知著 

（1）通过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病变。 

（2）机体某些局部，含有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 

 

3.以常达变 

认识人体正常生理，发现异常病理，揭示疾病本质。 

【核心笔记】中医诊断学的基本原理 

1.整体审查 

 

（1）人体的整体观 

（2）疾病的整体观——全面分析、综合判断注意社会环境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同时患有的多种

疾病之间的关系。 

 

2.诊法合参 

指四诊并重，诸法参用，全面客观，去伪存真。 

 

3.病证结合 

病的演变规律决定证的变化，相同的证在不同病中症状主次有差别。 

【核心笔记】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史 

（1）奠基于《内经》时期； 

（2）发展于汉唐宋金元时期； 

（3）成形于明清时期； 

（4）飞跃于近现代。 

学习中医诊断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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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望诊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望神 

考点：望面色 

考点：望头颈五官九窍 

考点：望舌 

 

考研核心笔记 

四诊：是中医诊察收集病情的基本方法 

（1）望—诊察病人的神、色、形、态 

（2）闻—听声音、嗅气味 

（3）问—询问有关疾病的情况 

（4）切—诊脉和按诊 

八纲：对四诊资料进行分类划分 

辨证：对表现出来的症状确定证型 

辨证的方法： 

（1）病因辨证 

（2）气血津液辨证 

（3）脏腑辨证 

（4）六经辨证 

（5）卫气营血辨证 

【核心笔记】望诊 

望诊注意事项： 

（1）光线 

（2）动作熟练、敏捷“一望而得” 

（3）有步骤、有重点 

先全身→分部；上→下，头→足 

 

1.望神 

（1）神的概念： 

①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 

②广义──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 

③生命狭义──人体的精神活动：精神 

（2）望神的原理和意义 

①先天之精→神←滋养后天之精 

神、精、气三者同盛同衰 

精能生神，神能御精，精足则形健，形健神旺 

望神可以了解脏腑精气的盛衰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②望神的要点： 

目光（重点）、神情、气色 

体态、言谈举止、应答反应 

（3）得神、失神与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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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得神：有神、精充气足神旺 

面色：面色润泽 

两目：活动灵敏、精彩内含、炯炯有神 

言语呼吸：言语正常、呼吸气息平顺 

形态：形体壮实、肌肉不削、形体活动正常 

精神：精神充沛、神清、对外界反应合理 

饮食：正常或稍减 

临床：正气未伤,脏腑功能未衰，病轻预后好 

失神的临床表现及临床意义 

②失神：无神、精损气亏神衰 

面色：晦暗暴露 

两目：活动迟钝、目无精采 

言语呼吸：言语失常、呼吸气息低弱 

形态：形体瘦弱、大肉已脱、强迫体位、反应迟钝、烦躁不安、循衣摸床、摄空理线 

精神：神志不清，精神萎靡不振，对外界反应失常 

临床意义：正气已伤，脏腑功能衰败（虚） 

假神的临床表现及临床意义 

③假神：垂危病人出现精神暂时好转的假象， 

临终前预兆（回光反照，残灯复明） 

面色：突然颧红如妆 

两目：目光突然转亮、浮光外露 

言语呼吸：突然言语不休、声音转亮 

精神：突然精神转佳、意识似清 

饮食：突然思食、索食 

临床意义：脏腑精气耗竭，阴阳即将离决 

阴不敛阳，虚阳外越 

患者原来面色十分晦暗，临终前突然在颧颊部泛现红色，称为“戴阳”。提示正气衰竭，阴不敛阳，

虚阳浮越之象。 

（4）神气不足与神志异常 

①神气不足：轻度失神虚证患者 

②神志异常 

癫－－抑郁型（湿痰蒙闭） 

狂－－兴奋型（痰火扰心） 

痫－－发作型（肝风挟痰上扰） 

（5）望神的注意事项 

①重视诊察病人时的第一印象 

②做到神形合参 

③抓住重要症状和体征 

④注意假神与重病好转的区别 

 

2.望面色 

望色，又称色诊，是医生通过观察病人全身皮肤色泽变化来诊察病情的方法。 

一般以望面部色泽为主 

（1）面部色诊原理及其临床意义 

①面部色诊原理：面部血脉分部丰富 

“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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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中医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中医内科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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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中医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中医内科学》考研核心题库之 A型选择题精编 

 

1． 治疗不寐肝火扰心证，应首选__________ 

A.栀子清肝汤 

B.龙胆泻肝汤 

C.当归龙荟丸 

D.丹栀逍遥散 

【答案】B 

 

2． 患者外伤后胁肋疼痛难忍，痛处固定而拒按，脉弦。治宜选用__________ 

A.血府逐瘀汤 

B.膈下逐瘀汤 

C.鳖甲煎丸 

D.复元活血汤 

【答案】D 

 

3． 患者平素头晕头痛，耳鸣目眩，少寐多梦，突然发生口舌喝斜，舌强语賽，半身不遂，舌红，脉弦细

数。治疗宜用__________ 

A.苏合香丸 

B.镇肝息风汤 

C.安宫牛黄丸 

D.补阳还五汤 

E.解语丹 

【答案】B 

 

4． 寒湿痢的治法是__________ 

A.温中散寒，化湿止痢 

B.温中燥湿，调气和血 

C.散寒化湿，调气化滞 

D.温肾散寒，利湿止痢 

【答案】B 

 

5． 治疗气厥实证，应首选的方剂是__________ 

A.柴胡疏肝散合二陈汤 

B.通瘀煎合苏合香丸 

C.通关散合五磨饮子 

D.七福饮合四逆散 

【答案】C 

 

6． 患者，女性，79 岁。3年来排便困难，大便并不干结，努挣则气短乏力，神疲倦言，舌淡苔薄白，脉

细，治法是__________ 

A.滋阴润肠 

C.益气润肠 

B.温阳通便 

D.养血润燥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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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疸形成的关键病理因素是__________ 

A.热邪 

B.寒邪 

C.瘀血 

D.湿邪 

【答案】D 

 

8． 患者，男性,28 岁。半年前发阳黄，经治疗后好转，黄疸逐渐消退，隐痛，现胸胱痞闷，食少，胁肋

口苦尿黄，舌苔腻，脉弦，辨证是__________ 

A.肝脾不调 

B.湿热留恋 

C.气滞血瘀 

D.脾虚湿滞 

【答案】A 

 

9． 胃脘痞硬而痛，干噫食臭，腹中雷鸣下利，舌苔黄白相兼，脉弦数。其证候是__________ 

A.饮食停滞 

B.肝胃郁热 

C.寒湿中阻 

D.脾胃气虚 

E.寒热错杂 

【答案】E 

 

10．呃逆频作，胸胁胀满，发作与情绪有关，纳食减少，肠鸣矢气，舌苔薄白，脉弦。治疗宜选__________ 

A.半夏泻心汤 

B.丁香柿蒂汤 

C.五磨饮子 

D.苏子降气汤 

E.橘皮竹茹汤 

【答案】C 

 

11．患者时时眩晕，懒于行动，色白少神，食少便溏，腹部坠胀，脉虚，治宜选用__________ 

A.归牌汤 

B.人参养荣汤 

C.八珍汤 

D.补中益气汤 

【答案】D 

 

12．患者水肿病史 10 余年，近日小便不通，呕吐清水，面色苍白，畏寒肢冷，舌白滑，脉沉细，治宜选

用__________ 

A.左归丸合小半夏汤 

B.济生肾气丸 

C.舟车丸 

D.温脾汤合吴茱萸汤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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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患者男性，56岁。慢性乙肝病史 30余年，腹胀 5年。1周前因与家人生气后腹胀加重，腹部渐膨隆，

按之不坚，纳食减少，食后腕闷不舒，小便短少。舌淡红，苔薄白腻，脉弦。移动性浊音阳性。治宜首选

__________ 

A.实脾饮合血府逐瘀汤 

B.柴胡疏肝散合胃苓汤 

C.中满分消丸合茵陈蒿汤 

D.济生肾气丸合五苓散 

【答案】B 

 

14．一女子神志恍惚，心悸易惊，善悲欲哭，肢体困乏，纳食减少，舌淡，脉细，治宜选用__________ 

A.养心汤 

B.温胆汤 

C.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D.安神定志丸 

E.甘麦大枣汤 

【答案】E 

 

15．患者，男性，49 岁。1年来劳则遗精，失眠健忘，心悸不安，面色萎黄，神疲乏力，纳差便溏，舌淡，

苔薄，脉弱，治宜选用__________ 

A.金锁固精丸 

B.妙香散 

C.三才封髓汤 

D.青蛾丸 

【答案】B 

 

16．胸痹的基本病机是__________ 

A.寒邪凝滞 

B.气机郁滞 

C.心气不足 

D.心脉痹阻 

【答案】D 

 

17．患者干呕时作，饥不欲食，口干咽燥，舌红少津，脉细数。治宜选用__________ 

A.沙参麦冬汤 

B.竹叶石膏汤 

C.生脉散 

D.麦门冬汤 

【答案】D 

 

18．患者，女，26 岁。胃脘灼热，渴喜冷饮，脘腹胀满，大便三日未行，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脉数。

其治疗宜选__________ 

A.半夏泻心汤 

B.香连丸 

C.黄连解毒汤 

D.大黄黄连泻心汤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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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瘀血停滞兼阴血不足所致胃痛，治疗宜选__________ 

A.调营敛肝汤 

B.复元活血汤 

C.加味四物汤 

D.当归补血汤 

E.桃仁红花煎 

【答案】A 

 

20．治疗心肾亏虚所致痫证，应首选__________ 

A.大补阴丸合定痫丸 

B.六味地黄丸合生脉散 

C.右归丸合交泰丸 

D.左归丸合天王补心丹 

【答案】D 

 

21．患者精神恍惚，心神不安，悲忧善哭，多疑易惊，时时欠伸。治宜选用__________ 

A.归脾汤 

B.甘麦大枣汤 

C.丹栀逍遥散 

D.朱砂安神丸 

【答案】B 

 

22．小便短赤带血，头晕耳鸣，神疲，颤红潮热，腰膝酸软，舌质红，脉细数。治疗宜用__________ 

A.无比山药丸 

B.小蓟饮子 

C.知柏地黄丸 

D.当归龙荟丸 

【答案】C 

 

23．心悸不宁，善惊易恐，坐卧不安，多梦易醒，苔白，脉弦细者。其治法是__________ 

A.益气补血，养心安神 

B.滋养心明，益气安神 

C.镇惊定志，养心安神 

D.滋阴补血，养心安神 

【答案】C 

 

24．患者，女性，44 岁。一周来眩晕，头重昏蒙，胸闷恶心，舌苔白腻，脉滑。治疗宜用__________ 

A.二陈汤 

B.半夏白术天麻汤 

C.天麻钩藤饮 

D.羚角钩藤汤 

【答案】B 

 

25．胸痛彻背，感寒痛甚，伴胸闷心悸，舌苔白腻，脉细，治法宜用__________ 

A.理气宽胸，通络止痛 

B.宣痹通阳，行气散寒 

C.活血化瘀，温经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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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202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698 中医综合之中医诊断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中医诊断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A 型选择题 

1． 是谁在卫气营血辨证的基础上补充并创立了三焦辨证__________ 

A.吴鞠通 

B.薛生白 

C.王孟英 

D.叶天士 

E.刘河间 

【答案】A 

 

2． 下列哪项对诊断肝脾不和证最无意义__________ 

A.胁肋胀满 

B.嗳气，吞酸 

C.大便溏结不调 

D.腹痛欲泄 

E.急躁易怒 

【答案】B 

 

3． 对诊断心脾两虚证最有诊断意义的是__________ 

A.心悸怔忡，神疲乏力 

B.食少腹胀，面色萎黄 

C.心悸失眠，便溏舌淡 

D.心烦不寐，色红少苔 

E.失眠多梦，舌质淡白 

【答案】C 

 

4． 对证候真假的所谓“假”，哪项解释最正确__________ 

A.所有症征都是现象，皆为假 

B.病人提供的临床资料有假 

C.不合常规认识的某些症征 

D.这些症与疾病本质相对立 

E.诊断错误，未认识疾病本质 

【答案】C 

 

5． 寒证的临床表现一般不包括下述哪项__________ 

A.经常畏冷 

B.不渴不饮 

C.恶心呕吐 

D.腹痛便秘 

E.脉象沉紧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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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诊断肝阳化风证最有意义的是__________ 

A.髙热烦渴 

B.语言謇涩 

C.喉中痰鸣 

D.眩晕欲仆 

E.神志昏迷 

【答案】D 

 

7． 影响水液代谢而形成痰的原因，错误的是__________ 

A.寒邪凝滞 

B.阳气不运 

C.血虚失养 

D.气机阻滞 

E.火热煎熬 

【答案】C 

 

8． 病人表现为假神，主要是由于__________ 

A.气血不足，精神亏损 

B.机体阴阳严重失调 

C.脏腑虚衰，功能低下 

D.精气衰竭，虚阳外越 

E.阴盛于内，格阳于外 

【答案】D 

 

9． 食少纳呆，腹胀便溏，神疲乏力，舌淡脉弱。最宜诊断为__________ 

A.寒湿困脾证 

B.脾阳虚证 

C.脾气下陷证 

D.肝郁脾虚证 

E.脾气虚证 

【答案】E 

 

10．弦脉的脉象变化主要反映在__________ 

A.脉位 

B.至数 

C.脉力 

D.流利度 

E.紧张度 

【答案】E 

 

11．对眩晕诊断为肝血虚证，最有意义的是__________ 

A.面白舌淡苔白 

B.脉象弦细而数 

C.胁肋隐隐灼痛 

D.肢麻经少色淡 

E.头摇手足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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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12．下列哪项不属“心脾两虚”的病理改变__________ 

A.脾气亏虚，不能统血 

B.生化不足，血液亏少 

C.心阳气虚，血行不畅 

D.心血不足，心神失养 

E.脾失健运，营气不足 

【答案】C 

 

13．下列哪项表现为睡梦中说话，吐字不清，意思不明__________ 

A.错语 

B.独语 

C.谵语 

D.呓语 

E.郑声 

【答案】D 

 

14．下列哪项一般不见于胃阳虚证__________ 

A.泛吐清水 

B.畏寒肢冷 

C.舌质淡胖 

D.胃脘冷痛 

E.脉象弦紧 

【答案】E 

 

15．阳证、热证、实证表现为__________ 

A.卧时面常向内，身重不能转侧 

B.卧时面常向外，身轻自能转侧 

C.但卧不得坐，坐则昏眩 

D.蜷卧缩足，喜加衣被 

E.鼾声不止，神昏谵语 

【答案】B 

 

16．痰证的下述名称哪项不正确__________ 

A.顽痰 

B.瘀痰 

C.风痰 

D.暑痰 

E.湿痰 

【答案】D 

 

17．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是__________ 

A.《内经》 

B.《脉诀》 

C.《脉经》 

D.《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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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濒湖脉学》 

【答案】C 

 

18．“望色十法”中“甚”提示的病变为__________ 

A.表证 

B.阳证 

C.实证 

D.新病 

E.轻病 

【答案】C 

 

19．《灵枢.五色》中的“藩”是：__________ 

A.前额 

B.眉间 

C.鼻 

D.颊侧 

E.耳门 

【答案】D 

 

20．最典型的“以常达变”诊断原理是__________ 

A.见呕吐知病在胃 

B.以呼吸辨脉之迟数 

C.问病史以了解痼疾 

D.闻咳声知病在肺 

E.发热口渴多热证 

【答案】B 

 

二、B 型选择题 

21．A.痰饮 

B.气滞 

C.表热 

D.血瘀 

E.里寒 

（1）弦滑脉的主病是__________ 

（2）浮数脉的主病是__________ 

（3）沉迟脉的主病是__________ 

【答案】（1）A（2）C（3）E 

 

22．A.胸胁饱满，支撑胀痛 

B.胸闷心悸，虚里搏动不显 

C.痰稀色白，喉中哮鸣 

D.脘腹水声辘辘，呕吐清水 

E.四肢浮肿，身体困重 

（1）饮停胸胁的主症是__________ 

（2）饮留心包的主症是__________ 

（3）饮停胃肠的主症是__________ 

【答案】（1）A（2）B（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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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患者恶寒发热｜暟㭘幕띖迿屦咳嗽咽痒｜晓൮㓿屦艜暂풅葶緿屦腜瑭湽⟿屦治宜遜瑵⠀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6．发作时晕倒｜晢뵤ၔၭ軿屦平日情绪急躁｜晟썰ㅷ屦咯痰不爽｜晓屦干｜晏뽹�屦艜晾ꊂ풞쒁篿屦腜瑟♮텥瀰ɑ癬뭬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7．治疗肺痨阴阳俱虚证｜晞钙隐屴的方剂是__________
	48．患者胃痛暴作｜晠癛퉕鱦雿屦口淡不渴｜暂屦淡苔白｜暁屴弦紧。治宜遜瑵⠀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9．虚劳感邪之后｜晦ፏ䍬ᓿ屦宜扶正祛邪。治疗遜瑵⠀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0．患者水肿8年｜晧⪏�䱼ﭾ�뭵響屦出现心悸｜晕顔돿屦不能平卧｜晜ཏ뽎⧿屦下肢浮肿｜晵佛튀ꉑ럿屦艜晭屦苔水滑｜暁屴弦滑。其病机是__________
	51．下列各项中｜晎൜幎蹧乎錰㭛靟얋אּ୬뭬פֿ嵬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2．治疗邪犯胸肺之悬饮宜遜瑵⠀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中医内科学》考研核心题库之B型遜瑢顼빿�
	1． A.八正散
	2． A.心悸头晕｜暗抂牎�
	3． A.痰气郁结｜晬ᑧ㩎൵�
	4． A.桑白皮汤
	5． A.补肾纳气｜暖䵬ᑞ獕�
	6． A.养心汤呜扵ᢞꙙ❧ꍬ�
	7． A.酸枣仁汤
	8． A.胸部刺痛｜晑教ᱜ⒑�
	9． A.生铁落饮呜扜ར罬ᑬ�
	10．A.小便点滴不爽｜晣鉑贈鯿屦面色白光白｜晹幬ᑠ⽟ㇿ屦畏寒肢冷｜暁炁鵵늏濿屦艜晭푶緿屦腜瑬襾왟�
	11．A.补中益气丸
	12．A.温胆汤
	13．A.石韦散
	14．A.定喘汤
	15．A.天王补心丹
	16．A.头痛昏蒙
	17．A.补阳还五汤
	18．A.麦门冬汤
	19．A.刘河间《原病式》
	20．A.生腜瑥捔屢补肺汤
	21．A.黄连阿胶汤
	22．A.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呜打슖䑬�
	23．A.天麻钩藤饮
	24．A.黛蛤散呜扬ﭶ絥�
	25．A.瓜萎荏白半夏汤
	26．A.和解表里｜普⦖㎏뺐�
	27．A.清肺解毒｜晓ᙶm衵�
	28．A.清热肃肺｜晭꙱扔�
	29．A.济生肾气丸
	30．A.杜打乎�
	31．A.春泽汤
	32．A.通腑泄热｜晓ᙵ孶�
	33．A.补脾益气｜晔貀썓᙮�
	34．A.逍遥散
	35．A.心悸不安｜晟扛튀ꉑ�
	36．A.心悸不宁｜晜ᅛ큙ᩨ�
	37．A.补脾益气｜晔貀썓᙮�
	38．A.四君子汤呜扎貖䡬�
	39．A.六味地黄丸
	40．A.归脾汤呜扝劙�

	《中医内科学》考研核心题库之X型遜瑢顼빿�
	1． 癃闭水蓄膀胱急症｜晟占▐ᩜཏ뿿屦可用的治疗措施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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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肺病的常见症状应除外下列哪项__________
	10．痰湿困脾所致嗜睡的特点是__________
	11．“寒热”是__________
	12．发热｜暟羟衾ꊀ뽵뱵�愈䃿屦口渴欲饮｜暂屦红腜瑥瀰ɛ鲋쩥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3．下列哪项不是肝阳上亢证与肝火上炎证的共见症__________
	14．辨病位应以下列哪项辨证为主__________
	15．下列哪项最不可能是大肠湿热证的症状__________
	16．语声重浊多为__________
	17．鉴别心气虚证和心阳虚证的最主要依据是__________
	18．下列哪项常表现为渐发耳鸣｜晘ཙ芕ﮇ䦞⏿屦捜瑎䮞⍘쾏筢ᙦ艫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9．下列哪项不是水液停聚证的共呜暈桳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0．靜璂푶葎㭵앎բ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1．A.大便溏泻腥臭
	22．A.入院12小时内
	23．A.胸痛咳喘｜晔꽵쑺�
	24．A.气滞心腜璋�
	25．A.口唇青黑
	26．A.红瘦艜替屦黑苔
	27．A.但发热不恶寒
	28．A.表里实热证
	29．肾阳虚证与肾虚水泛怔的共呜暉셵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1．鉴别水肿之风水相搏证与肾虚水泛证的根据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2．艜暂푵ㅭꚏ汱屦说明__________
	33．以下不属外燥证范围的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4．下列哪些是阳明腑实证的临床表现__________
	35．临床常见的虫积证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6．下列哪些是腜璌慧屴根的表现__________
	37．营分证的病变部位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8．下列哪些是针对“病”进行治疗__________

	2024年中医诊断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坐聜晕鱏屦多为__________
	2． 千咳少痰｜晵颖빔꿿屦痰中带血｜春ꅱ뵞狿屦据其不兼杜璈梋쇿屦从聜晣銖摱ꩲ꾀몋쇿屦此辨证思维方法属__________
	3． 引起气滞证的常见原因｜晎բ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 血虚证多见于下列哪项__________
	5． 卧时喜向外｜暎ꮏ箁ﶏ汏ꝙ᪉셎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 发热恶寒｜晬坑屦口渴｜晟썰屦艜晾ꊂ풞쓿屦腜瑮텥瀰ɞ钋쩥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 下列何证表现为脘腹振水声｜晬㑘颏飿屦吐清水｜暂푶絮퇿屦腜瑬襮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8． 对肝胃不和证｜晧g屴诊断意义的临床依据是__________
	9． 下列与虚喘发作关系最密切的是__________
	10．少阴热化证的主要临床表现不包括下列哪项__________
	11．脾胃虚弱聜暁ᢁ祵뱵�葲祰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2．下列哪项不会导致肢体麻木__________
	13．《灵枢.五色》认为｜暟㭿ﱐ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4．小儿指纹沉隐可见于__________
	15．外感热病｜暐ꩰ斄█䃿屦多见哪种艜暌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6．对诊断肾阳虚证最杜瑡ཎ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7．下列哪项是心火上炎最主要的临床特征__________
	18．胸胁胀闷｜晕葙⩠漀⺁ᢐ쁵�屦苔薄白｜暁屴弦。宜诊断为__________
	19．不会出现面黄的是哪项__________
	20．下列动风的病机中｜晔�祑籧屴“心中愴愴大动”__________
	21．A.根盘收束聜暖蚍�
	22．A.艜晜�
	23．A.昏睡露睛
	24．A.膻中
	25．A.形气杜瑏�
	26．A.湿热证
	27．A.痰证
	28．A.肠痈
	29．可出现腰部叩击痛的疾病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0．气滞证可出现的疼痛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1．—般可以成立的提法是__________
	32．下列哪些临床表现对诊断心肾阳虚证杜瑡ཎ䧿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3．与表证相关的概念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4．以下哪几项属于腜璌慧葢ၶ蒉腽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5．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包括__________
	36．下列哪些是腜瑧屴胃气的表现__________
	37．下列哪些是胃阴虚证与胃热证的共见症状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8．以下哪些是真热假寒证的表现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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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停经半年｜暗扶絥仿屦头晕目眩｜暀ꉏ厞뭧⣿屦艜晭屴细。宜诊断为__________
	2． 最常见到脓证的疾病是__________
	3． 医生诊腜瑥ݒ魵筒ゑ췿屦由重到轻｜晹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 腜瑧敜셾뿿屦软弱无力｜晏䙞鑣ݦ㹶蒁屴象是：__________
	5． 少阳病的临床表现｜暕ᦋ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 一个规范的证名｜昀⺂ⱞ鑟卧屴__________
	7． 《灵枢.五色》中的“蔽”是指__________
	8． 问诊的内容不包括下列哪项__________
	9． 畏寒｜晏뽮迿屦小便清长｜暗抂牭緿屦艜晏厀홭屦苔白润｜暁屴迟无力｜暋셜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0．咳嗽阵作｜晵쑼顺屦面红目赤｜晰፠ዿ屦艜晾ꊂ풞쓿屦腜瑥瀰ɞ钋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1．下列哪项不属气分证的病位__________
	12．神气不足的表现是__________
	13．下述哪种理解最正确__________
	14．心悸怔忡｜晵佛틿屦尿少肢肿｜晕ݵ㊗剽⯿屦艜晭⯿屦腜瑟ɛ鲋쩥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5．下列何证的主症是寒热往来｜暀솂屦心烦喜呕__________
	16．下列哪项对鉴别寒湿困脾证与湿热蕴脾证最杜瑡ཎ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7．亡阳证的典型表现｜暕ᦋ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8．消瘦｜暁ᢁ禀쁮鱣屴｜晥屴缓解｜暂屦淡胖｜暁屴沉无力。证为__________
	19．杜找콭쭯ᎂ牾ꋿ屦腰酸耳鸣｜晰屦艜晾ꉥ퓿屦腜瑾왥瀰ɛ鲋쩥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0．阴证一般不出现下列哪项__________
	21．A.肺实气逆
	22．A.指纹透关射甲
	23．A.浮聜晤ལ�
	24．A.痰阻心腜璋�
	25．A.既往史
	26．A.喘咳肺胀
	27．A.精气神明将衰惫
	28．A.腜瑏䵶葎ൔ屦
	29．哪些部位容易出现冷痛__________
	30．下列哪些是针对“证”进行治疗__________
	31．寒滞胃肠证的临床表现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2．捜瑵앏䵒ټ筵빵앶葏ᡰ륧屴__________
	33．主阳虚证的腜璌慧屴__________
	34．《灵枢.五色》所载面部望诊中｜暟㭎๔鮁ཱྀ其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5．“症状”是：__________
	36．黄腻苔可见于__________
	37．阳虚证可出现于下列哪些脏腑__________
	38．形成阳虚证的常见原因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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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哪项症状最不属脾虚气陷证__________
	2． 病人目胞浮肿｜晙ᩜ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 下列哪项对诊断肠热腑实证最杜瑡ཎ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 诊断食滞胃脘证｜晎祧g屴意义__________
	5． 灼热躁扰｜暌㕙蓿屦斑疹｜暈䒈䃿屦便血｜暉퉟ፓ쵟屦艜晭�屦干。其病机是__________
	6． 小儿指纹浮显可见于__________
	7． 对诊断心血虚证最无意义的是__________
	8． 瘀、石、虫、痰等阻塞所致之“气闭”｜晧z腑勇蒈桳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9． 下列哪项应包括配偶及子女健康状况__________
	10．“六经辨证”是哪位医家创立的：__________
	11．下列哪项是辨别真实假虚的主要依据__________
	12．发热恶风｜晬坑屦鼻鸣干呕｜暁屴浮缓。宜诊断为__________
	13．久病体虚之人出现嗳气的特点是__________
	14．因痰所致的病证｜暕ᦋ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5．在腜璌慎੯屴与弱腜瑶葎㮉腓㩒⭦⼀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6．下列哪项为中医疾病分类奠定了基础__________
	17．血瘀证的色腜瑥㥓�屦不包括下列哪项__________
	18．湿浊中阻｜晭╬ᑎൟ靛ꍓ屦可见哪种艜暌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9．心气虚证与心阳虚证最主要的共见症是__________
	20．坐聜晕鱎屦多为__________
	21．A.—息七至以上
	22．A.肾精不足证
	23．A.胸闷气喘
	24．A.阴虚证
	25．A.身热夜甚｜暀貀ꑥ酵맿屦吐血衄血｜暂屦质深绛
	26．A.气虚血瘀证
	27．A.肠热腑实证
	28．A.气滞血瘀证
	29．门诊病案医嘱的内容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0．血分证的病变特点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1．中医病案书写的要求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2．实证的本质一般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3．—般可归属于阴证的范畴是__________
	34．可致妇女经期错乱的原因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5．由肾气不固所致的症状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6．哪些症状常与脱汗并见__________
	37．假神的表现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8．对病、证、症的认识｜晎൫捸湶葧屴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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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血瘀证的色腜瑥㥓�屦不包括下列哪项__________
	2． 证候真假的所谓“真”｜晧N㮉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 下列哪项是少阴寒化证中“面赤”的病机__________
	4． 两手寸口分候脏腑是__________
	5． 发热恶寒｜晬坑屦口渴｜晟썰屦艜晾ꊂ풞쓿屦腜瑮텥瀰ɞ钋쩥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 心胆气虚的失眠不伴见何症__________
	7． 下列哪项是阳明病的基本病机__________
	8． 温热病见苔白聜晓驢ᙑ籞狿屦主下列哪项__________
	9． 下列哪项不是错语的病机__________
	10．关于表证与里证的区别点｜暕ᦋ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1．下列哪项常表现为四肢麻木困重｜暂푶綁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2．以下哪项可致牙齿燥如枯骨__________
	13．《灵枢.五色》认为｜暟㭺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4．临床一般不提的证型是__________
	15．只杜璐잕쩥륓靷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6．肺病的常见症｜晞鑥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7．心肾不交证一般是指下列哪项__________
	18．气虚朽导致的病理变化｜晔祜ᆉ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9．下列哪项是阴虚发热的表现__________
	20．下列哪项对诊断肾阴虚证最无意义__________
	21．A.肺与大肠
	22．A.心火上炎证
	23．A.痰湿证
	24．A.持续低热｜晢䮍뎈ᕒꣿ屦艜晾�ᆂ�
	25．A.乜瑱⚏ꢋ�
	26．A.大腹隐痛｜晕鱮⥕鱣屴
	27．A.艜晾ꋿ屦苔黄厚
	28．A.腜瑏䵶葓��
	29．望发主要诊察的内容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0．下列哪些症是痰火扰神证的临床表现__________
	31．面色发赤所主的病证杜瓿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2．下列哪些临床表现对诊断脾肾阳虚证杜瑡ཎ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3．主病为实寒证的腜璌慧屴__________
	34．艜晾ꉾ�屦兼白滑腻苔的主病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5．腜璍ꚏ荿፡扶蒁屴象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6．热极生风证的临床表现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7．营分证的证候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8．下列哪些是脾胃、肝胆、膀胱、大肠等湿热证的共呜暉셵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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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哪项多表现为泻下黄糜｜暁祵�屦肛门灼热__________
	2． 腹部杜璀뽗埿屦痛无定处｜晣屴之无形｜暀婥捎൛髿屦多为__________
	3． 寒证与热证的鉴别要点｜暕ᦋ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 形瘦阴虚的表现是__________
	5． 浮滑腜瑶葎㭵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 腻苔不具备的特征是__________
	7． 对胆郁痰扰证最无诊断意义的是__________
	8． 遗精早泄｜暗扶絹幵닿屦腰酸耳鸣｜暂屦淡腜瑟ɛ鲋쩥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9． 里证的范畴可包括下列哪项__________
	10．下列哪种理解最正确__________
	11．下列哪项对诊断营分证最无意义__________
	12．常表现为肢体麻木｜晹幵뉏卐⛿屦少气懶言的是__________
	13．下列哪项是太阳蓄血证最主要的临床特征__________
	14．肠燥津亏证不可能见下列何症__________
	15．气虚类证不包括下列哪项__________
	16．现病史所指的时间范围是__________
	17．一个规范的证名｜晎祓屴可无__________
	18．下列对“辨证”的认识哪项不对__________
	19．下述哪项属病因加病理的特征组呜扟ཱུ암ഀ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0．长期便结｜晓뵞狿屦艜晾ꉜᅭ◿屦腜瑾왥瀰ɧ[鲋쩥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1．A.病邪自里达表
	22．A.暑闭
	23．A.入院12小时内
	24．A.气滞证
	25．A.腜瑏䵶葎ൔ屦
	26．A.寒证
	27．A.浮聜晤ལ�
	28．A.气滞心腜璋�
	29．下列哪些是表证一般能较快治慜扶葴ۿ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0．下列对痰证的分类哪些最恰当__________
	31．下列哪些是肝阴虚、胃阴虚、肾阴虚乜璋셶葑煔屦见症__________
	32．属重病的指纹表现是__________
	33．肝胆湿热证的临床表现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4．下列哪些是形成肝风内动的原因__________
	35．灰黑苔的主病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6．捜瑵앏䵒ټ筵빵앶葏ᡰ륧屴__________
	37．下述哪些是形象寓意式病名__________
	38．阴虚证的病变特点是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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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哪项对病、证、症的关系认识不对__________
	2． 根据中医学理论｜晎祧^㢉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 下列哪项常表现为渐发耳鸣｜晘ཙ芕ﮇ䦞⏿屦捜瑎䮞⍘쾏筢ᙦ艫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 在腜璌慎੭⪁屴与浮腜瑶葑煔屦点是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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