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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卫生系统职称晋升采取的是“以考代评，考评结合，逢晋必考”的政策，所以参加职称考试
是职称晋升的必由之路，那么，如何省时省力地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呢?这就需要一本翔实准确的习题
集进行模拟训练。
我们根据中医内科学考试大纲的要求编纂了这本习题，并进行了题目解析，该题解以全国高等中医药
院校“十五”规划教材为纲进行选编，题目新颖，知识点全面，可以担当迎考大任。
　　根据考试大纲的要求，全书共分47个单元，分别是：（1）感冒；（2）咳嗽；（3）哮病；（4）
喘证；（5）肺痈；（6）肺痨；（7）肺胀；（8）心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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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卫生系统职称晋升采取的是“以考代评，考评结合，逢晋必考”的政策，所以参加职称考试是职
称晋升的必由之路，那么，如何省时省力地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呢?这就需要一本翔实准确的习题集进
行模拟训练。
我们根据中医内科学考试大纲的要求编纂了这本习题，并进行了题目解析，该题解以全国高等中医药
院校“十五”规划教材为纲进行选编，题目新颖，知识点全面，可以担当迎考大任。
　　根据考试大纲的要求，全书共分47个单元，分别是：（1）感冒；（2）咳嗽；（3）哮病；（4）
喘证；（5）肺痈；（6）肺痨；（7）肺胀；（8）心悸；（9）胸痹；（10）不寐；（11）癫狂；（12
）痫病；（13）痴呆；（14）厥证；（15）胃痛；（16）痞满；（17）呕吐；（18）噎膈；（19）呃
逆；（20）腹痛；（21）泄泻；（22）痢疾；（23）便秘；（24）胁痛；（25）黄疸；（26）积聚；
（27）鼓胀；（28）头痛；（29）眩晕；（30）中风；（31）瘿病；（32）疟疾；（33）水肿；（34）
淋证；（35）癃闭；（36）郁病；（37）血证；（38）消渴；（39）自汗盗汗；（40）内伤发热；
（41）虚劳；（42）癌病；（43）痹证；（44）痉证；（45）痿证；（46）颤证；（47）腰痛。
    编写体例：试题的形式有三种：即A型题、X型题、B1型题。
    A型题又分为A1、A2、A3三种题型。
A1型题：题干以论述题形式出现，答题时，要求在5个备选答案中选择一项作为正确答案。
A2型题：以一个简要的病例作为题干，后面是与题干有关的5个备选答案，答题时从中选择一项作为
正确答案。
A3型题：开始用共用题干叙述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情景，然后提出问题，每个问题均与开始的临
床情景相关，但测试要点不同，且问题之间相互独立，每个问题均由5个备选答案组成，每个问题均
须从中选择一项作为正确答案。
    X型题又称多项选择题。
一个题干在前，在题干后面是5个备选答案，正确答案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B1型题：每道试题由A、B、c、D、E5个备选答案与2个题干组成，5个备选答案在前，题干在后。
答题时，要求为每个题干选择一项作为正确答案。
每个备选答案可以选用一次或一次以上，也可以一次也不选用。
    本书每章均包括A1型题、A2型题、A3型题、X型题、B1型题5种题型，每题答案附于题后，疑难题目
后附答题诀窍，方便大家学习查阅。
    为让广大考生熟悉人机对话的考试形式，我们制作了人机对话机房模拟版软件及考题，附在光盘中
赠与考生，希望考生通过模拟实战，熟悉人机对话考试。
    本书参编者均为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的一线医师，尽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希望给大家提供
一部可用于备战考试、深入学习中医内科学的精品工具书。
该书对在校学习的中医专业大学生、研究生也有益处。
因编者水平有限，难免会出现疏漏差错，敬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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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感冒第二单元 咳嗽第三单元 哮病第四单元 喘证第五单元 肺痈第六单元 肺痨第七单元 肺胀
、肺痿第八单元 心悸第九单元 胸痹第十单元 不寐第十一单元 癫狂第十二单元 痫病第十三单元 痴呆第
十四单元 厥证第十五单元 胃痛第十六单元 痞满第十七单元 呕吐第十八单元 噎膈第十九单元 呃逆第二
十单元 腹痛第二十一单元 泄泻第二十二单元 痢疾第二十三单元 便秘第二十四单元 胁痛第二十五单元 
黄疸第二十六单元 积聚第二十七单元 鼓胀第二十八单元 头痛第二十九单元 眩晕第三十单元 中风第三
十一单元 瘿病第三十二单元 疟疾第三十三单元 水肿第三十四单元 淋证第三十五单元 癃闭第三十六单
元 郁病第三十七单元 血证第三十八单元 消渴第三十九单元 自汗盗汗第四十单元 内伤发热第四十一单
元 虚劳第四十二单元 癌病第四十三单元 痹证第四十四单元 痉证第四十五单元 痿证第四十六单元 颤证
第四十七单元 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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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1型题　　1.关于心悸的概念以下何者不妥　　A.心中悸动　　B.惊惕不安　　c.甚者不能自主　
　D.均呈阵发性　　E.常因情志波动或过劳而发　　答案：D　　【答题诀窍】心悸是因外感或内伤
，致气血阴阳亏虚，心失所养；或痰饮瘀血阻滞，心脉不畅，引起以心中急剧跳动，惊慌不安，甚则
不能自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证。
惊悸时作时止，怔忡终日悸动。
　　2.悸病名最早由哪位医家正式提出　　A.张仲景　　B.巢元方　　C.张景岳　　D.朱丹溪　　E.孙
思邈　　答案：A　　3.心悸时严重脉律失常与疾病预后的关系最早记载于　　A.《内经》　　B.《金
匮要略》　　c.《丹溪心法》　　D.《景岳全书》　　E.《证治准绳》　　答案：A　　【答题诀窍】
《素问·三部九候论》说：“参伍不调者病。
”最早记载脉律不齐是疾病的表现。
《素问·平人气象论》说：“脉绝不至日死，乍疏乍数日死。
”最早认识到心悸时严重脉律失常与疾病预后的关系。
　　4.何人以“炙甘草汤”作为治疗心悸的常用方剂　　A.张仲景　　B.成无己　　C.朱丹溪　　D.张
景岳　　E.王清任　　答案：A　　【答题诀窍】汉代张仲景提出了基本治则及炙甘草汤等治疗心悸
的常用方剂。
　　5.何人最重视瘀血内阻导致心悸怔忡　　A.张仲景　　B.成无己　　C.张景岳　　D.宋丹溪　　E.
王清任　　答案：E　　【答题诀窍】王清任注重瘀血导致的心悸怔忡，用血府逐瘀汤每多收效。
　　6.何书对惊悸怔忡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描述　　A.《内经》　　B.《金匮要略》　　c.《医学正传
》　　D.《景岳全书》　　E.《医林改错》　　答案：c　　【答题诀窍】宋代《济生方·惊悸怔仲健
忘门》率先提出怔忡病名，《丹溪心法·惊悸怔忡》中提出心悸当“责之虚与痰”。
明代《医学正传·惊悸怔忡健忘证》对惊悸、怔忡的区别与联系有详尽的描述。
《景岳全书·怔忡惊恐》认为怔忡由阴虚劳损所致。
　　7.心悸的病位在　　A.心　　B.肝　　c.脾　　D.肺　　E.肾　　答案：A　　8.病位在心，其发病
与哪些脏腑功能失调有关　　A.脾肾肺肝　　B.肺脾肾胆　　C.肝肾脾胃　　D.心脾肝肾　　E.胃脾
心肾　　答案：A　　【答题诀窍】心悸的病位在心，而与肝、脾、肾、肺四脏密切相关。
　　9.心悸除针对病因病机治疗外，还应配合何法治疗　　A.安神定志　　B.安神镇心　　C.养心安神
　　D.养血安神·　　E.清心安神　　答案：C　　【答题诀窍】心悸以心神不宁为病理特点，故应
配合养心安神之法。
　　10.心悸，在辨证用药的同时，常配用下列哪一类药　　A.补血药　　B.养阴药　　C.温阳药　
　D.安神药　　E.重镇药　　答案：D　　11.下列哪项不是心悸的临床特点　　A.心中悸动不安　　B.
心悸不能自主　　c.与气候变化有关　　D.因情绪波动而发　　E.惕惕如人将捕之　　答案：C　　12.
心悸病情较重者称　　A.心悸　　B.惊悸　　C.怔忡　　D.心动悸　　E.以上皆非　　答案：C　　【
答题诀窍】怔忡多由久病体虚、心脏受损所致，无精神因素亦可发生，常持续心悸，心中惕惕，不能
自控，活动后加重，病情较重，每属虚证。
　　13.对于心悸病人首先应做的检查是　　A.胸部x线透视　　B.x线胸部摄片　　C.心脏B超　　D.心
电图　　E.二级梯试验　　答案：D　　【答题诀窍】心电图是检测心律失常有效、可靠、方便的手
段。
　　14.心虚胆怯心悸的特点为　　A.心悸气短，头晕目眩　　B.心悸易惊，心烦失眠　　c.心悸不宁
，善惊易恐　　D.心悸眩晕，可伴水肿　　E.心悸不安，伴心痛时作　　答案：c　　【答题诀窍】心
虚胆怯症状：心悸不宁，善惊易恐，坐卧不安，少寐多梦而易惊醒，食少纳呆，恶闻声响，苔薄白，
脉细略数或细弦。
　　15.以下哪项符合心血不足心悸　　A.心悸不宁、善惊易恐　　B.心悸气短、面色无华　　C.心悸
易惊、五心烦热　　D.心悸时发时止、便秘尿赤　　E.心悸不安、舌质紫暗　　答案：B　　【答题诀
窍】心脾气血两虚症状：心悸气短，头晕目眩，少寐多梦，健忘，面色无华，神疲乏力，纳呆食少，
腹胀便溏，舌淡红，脉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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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符合阴虚火旺心悸的是　　A.心悸时作时止、舌红、苔黄腻　　B.心悸不安、舌质紫暗　　c.
心悸眩晕、胸闷痞满或水肿　　D.心悸气短、面色无华　　E.心悸易惊、舌红、苔少或无　　答案：E
　　【答题诀窍】阴虚火旺症状：心悸易惊，心烦失眠，五心烦热，口干，盗汗，思虑劳心则症状加
重，伴有耳鸣，腰酸，头晕目眩，舌红少津，苔薄黄或少苔，脉细数。
　　17.治阴虚火旺心悸，代表方中之天王补心丹的作用是　　A.清心降火、重镇安神　　B.清心降火
、补心安神　　c.滋阴养血、补心安神　　D.滋补心阴、安神定悸　　E.振奋心阳、宁心安神　　答
案：C　　18.符合瘀阻心脉心悸的是　　A.心悸时发时止，舌红、苔黄腻　　B.心悸眩晕、胸闷痞满
　　c.心悸不安、心痛时作　　D.心悸不安、面色苍白　　E.心悸气短、面色不华　　答案：C　　【
答题诀窍】心血瘀阻症状：心悸，胸闷不适，　　心痛时作，痛如针刺，唇甲青紫，舌质紫暗或有瘀
斑，脉涩或结或代。
　　19.治疗瘀阻心脉心悸的代表方中“桃仁红花煎”的作用是　　A.活血化瘀、理气通络　　B.益气
养阴、活血通络　　c.辛温散寒、宣通心阳　　D.温通心阳、镇心安神　　E.养血活血、理气通脉止
痛　　答案：A　　20.治疗心阳不振心悸代表方中“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的作用是　　A.温补心阳
、安神定悸　　B.益心气、温心阳　　c.补血养心、益气安神　　D.镇惊定志、养心安神　　E.清心化
痰、宁心安神　　答案：A　　21.心悸咳喘，不能平卧，肢体浮肿，小便不利，舌淡胖，脉沉细无力
，最佳方剂是　　A.防己黄芪汤　　B.苓桂术甘汤　　C.五皮饮　　D.真武汤　　E.五苓散　　答案
：B　　22.痰火扰心型心悸，最佳治疗方剂是　　A.二陈汤　　B.温胆汤　　C.黄连阿胶汤　　D.黄连
温胆汤　　E.朱砂安神丸　　答案：D　　【答题诀窍】以上考查分证论治，(1)心虚胆怯：镇惊定志
，养心安神，安神定志丸。
(2)心脾两虚：补血养心，益气安神，归脾汤。
(3)阴虚火旺：滋阴清火，养心安神，黄连阿胶汤；阴虚火不旺用天王补心丹；心阴亏虚、心火偏旺者
，用朱砂安神丸。
(4)心阳不振：温补心阳，安神定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5)水饮凌心：振奋心阳，化气利水，苓桂术甘汤。
(6)心血瘀阻：活血化瘀，理气通络，桃仁红花煎。
(7)痰火扰心：清热化痰，宁心安神，黄连温胆汤。
　　23.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中医病名是　　A.心悸　　B.怔忡　　C.心痹　　D.胸痹　　E.心痛　　
答案：C　　【答题诀窍】源自《内经·痹论》，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
风心病引起的心悸，以心脉痹阻为主。
　　24.治疗心痹之水气凌心射肺证应首选　　A.五苓散合桃仁红花煎　　B.五味子汤合桃红四物煎　
　c.苓桂术甘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　　D.猪苓汤合天王补心丹　　E.苓甘五味姜辛汤合泻心汤　　答
案：C　　25.心律失常的中医病名是　　A.心慌　　B.心忡　　C.怔忡　　D.心悸　　E.心痹　　答案
：D　　26.心动悸的治疗大法是　　A.补益心气　　B.滋养心阴　　C.宁心止悸　　D.补养心血　　E.
温补心阳　　答案：C　　27.下列各项中，除哪项外，均是心悸实证的治　　法　　A.疏风清热　
　B.化痰涤饮　　c.豁痰理气　　D.活血化瘀　　E.重镇安神　　答案：A　　【答题诀窍】治疗原则
：虚证当补益气血，调理阴阳，配合养心安神之品，实证当化痰、涤饮、活血化瘀，配合应用重镇安
神之品。
　　28.治疗心动悸之气阴两虚证应首选　　A.芍药甘草汤　　B.滋水清肝饮　　C.六味地黄汤　　D.
真武汤　　A1型题　　1.关于心悸的概念以下何者不妥　　A.心中悸动　　B.惊惕不安　　c.甚者不能
自主　　D.均呈阵发性　　E.常因情志波动或过劳而发　　答案：D　　【答题诀窍】心悸是因外感
或内伤，致气血阴阳亏虚，心失所养；或痰饮瘀血阻滞，心脉不畅，引起以心中急剧跳动，惊慌不安
，甚则不能自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证。
惊悸时作时止，怔忡终日悸动。
　　2.悸病名最早由哪位医家正式提出　　A.张仲景　　B.巢元方　　C.张景岳　　D.朱丹溪　　E.孙
思邈　　答案：A　　3.心悸时严重脉律失常与疾病预后的关系最早记载于　　A.《内经》　　B.《金
匮要略》　　c.《丹溪心法》　　D.《景岳全书》　　E.《证治准绳》　　答案：A　　【答题诀窍】
《素问·三部九候论》说：“参伍不调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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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记载脉律不齐是疾病的表现。
《素问·平人气象论》说：“脉绝不至日死，乍疏乍数日死。
”最早认识到心悸时严重脉律失常与疾病预后的关系。
　　4.何人以“炙甘草汤”作为治疗心悸的常用方剂　　A.张仲景　　B.成无己　　C.朱丹溪　　D.张
景岳　　E.王清任　　答案：A　　【答题诀窍】汉代张仲景提出了基本治则及炙甘草汤等治疗心悸
的常用方剂。
　　5.何人最重视瘀血内阻导致心悸怔忡　　A.张仲景　　B.成无己　　C.张景岳　　D.宋丹溪　　E.
王清任　　答案：E　　【答题诀窍】王清任注重瘀血导致的心悸怔忡，用血府逐瘀汤每多收效。
　　6.何书对惊悸怔忡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描述　　A.《内经》　　B.《金匮要略》　　c.《医学正传
》　　D.《景岳全书》　　E.《医林改错》　　答案：c　　【答题诀窍】宋代《济生方·惊悸怔仲健
忘门》率先提出怔忡病名，《丹溪心法·惊悸怔忡》中提出心悸当“责之虚与痰”。
明代《医学正传·惊悸怔忡健忘证》对惊悸、怔忡的区别与联系有详尽的描述。
《景岳全书·怔忡惊恐》认为怔忡由阴虚劳损所致。
　　7.心悸的病位在　　A.心　　B.肝　　c.脾　　D.肺　　E.肾　　答案：A　　8.病位在心，其发病
与哪些脏腑功能失调有关　　A.脾肾肺肝　　B.肺脾肾胆　　C.肝肾脾胃　　D.心脾肝肾　　E.胃脾
心肾　　答案：A　　【答题诀窍】心悸的病位在心，而与肝、脾、肾、肺四脏密切相关。
　　9.心悸除针对病因病机治疗外，还应配合何法　　治疗　　A.安神定志　　B.安神镇心　　C.养心
安神　　D.养血安神·　　E.清心安神　　答案：C　　【答题诀窍】心悸以心神不宁为病理特点，
故应配合养心安神之法。
　　10.心悸，在辨证用药的同时，常配用下列哪一类药　　A.补血药　　B.养阴药　　C.温阳药　
　D.安神药　　E.重镇药　　答案：D　　11.下列哪项不是心悸的临床特点　　A.心中悸动不安　　B.
心悸不能自主　　c.与气候变化有关　　D.因情绪波动而发　　E.惕惕如人将捕之　　答案：C　　12.
心悸病情较重者称　　A.心悸　　B.惊悸　　C.怔忡　　D.心动悸　　E.以上皆非　　答案：C　　【
答题诀窍】怔忡多由久病体虚、心脏受损所致，无精神因素亦可发生，常持续心悸，心中惕惕，不能
自控，活动后加重，病情较重，每属虚证。
　　13.对于心悸病人首先应做的检查是　　A.胸部x线透视　　B.x线胸部摄片　　C.心脏B超　　D.心
电图　　E.二级梯试验　　答案：D　　【答题诀窍】心电图是检测心律失常有效、可靠、方便的手
段。
　　14.心虚胆怯心悸的特点为　　A.心悸气短，头晕目眩　　B.心悸易惊，心烦失眠　　c.心悸不宁
，善惊易恐　　D.心悸眩晕，可伴水肿　　E.心悸不安，伴心痛时作　　答案：c　　【答题诀窍】心
虚胆怯症状：心悸不宁，善惊易恐，坐卧不安，少寐多梦而易惊醒，食少纳呆，恶闻声响，苔薄白，
脉细略数或细弦。
　　15.以下哪项符合心血不足心悸　　A.心悸不宁、善惊易恐　　B.心悸气短、面色无华　　C.心悸
易惊、五心烦热　　D.心悸时发时止、便秘尿赤　　E.心悸不安、舌质紫暗　　答案：B　　【答题诀
窍】心脾气血两虚症状：心悸气短，头晕目眩，少寐多梦，健忘，面色无华，神疲乏力，纳呆食少，
腹胀便溏，舌淡红，脉细弱。
　　16.符合阴虚火旺心悸的是　　A.心悸时作时止、舌红、苔黄腻　　B.心悸不安、舌质紫暗　　c.
心悸眩晕、胸闷痞满或水肿　　D.心悸气短、面色无华　　E.心悸易惊、舌红、苔少或无　　答案：E
　　【答题诀窍】阴虚火旺症状：心悸易惊，心烦失眠，五心烦热，口干，盗汗，思虑劳心则症状加
重，伴有耳鸣，腰酸，头晕目眩，舌红少津，苔薄黄或少苔，脉细数。
　　17.治阴虚火旺心悸，代表方中之天王补心丹的作用是　　A.清心降火、重镇安神　　B.清心降火
、补心安神　　c.滋阴养血、补心安神　　D.滋补心阴、安神定悸　　E.振奋心阳、宁心安神　　答
案：C　　18.符合瘀阻心脉心悸的是　　A.心悸时发时止，舌红、苔黄腻　　B.心悸眩晕、胸闷痞满
　　c.心悸不安、心痛时作　　D.心悸不安、面色苍白　　E.心悸气短、面色不华　　答案：C　　【
答题诀窍】心血瘀阻症状：心悸，胸闷不适，　　心痛时作，痛如针刺，唇甲青紫，舌质紫暗或有瘀
斑，脉涩或结或代。
　　19.治疗瘀阻心脉心悸的代表方中“桃仁红花煎”的作用是　　A.活血化瘀、理气通络　　B.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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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阴、活血通络　　c.辛温散寒、宣通心阳　　D.温通心阳、镇心安神　　E.养血活血、理气通脉止
痛　　答案：A　　20.治疗心阳不振心悸代表方中“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的作用是　　A.温补心阳
、安神定悸　　B.益心气、温心阳　　c.补血养心、益气安神　　D.镇惊定志、养心安神　　E.清心化
痰、宁心安神　　答案：A　　21.心悸咳喘，不能平卧，肢体浮肿，小便不利，舌淡胖，脉沉细无力
，最佳方剂是　　A.防己黄芪汤　　B.苓桂术甘汤　　C.五皮饮　　D.真武汤　　E.五苓散　　答案
：B　　22.痰火扰心型心悸，最佳治疗方剂是　　A.二陈汤　　B.温胆汤　　C.黄连阿胶汤　　D.黄连
温胆汤　　E.朱砂安神丸　　答案：D　　【答题诀窍】以上考查分证论治，(1)心虚胆怯：镇惊定志
，养心安神，安神定志丸。
(2)心脾两虚：补血养心，益气安神，归脾汤。
(3)阴虚火旺：滋阴清火，养心安神，黄连阿胶汤；阴虚火不旺用天王补心丹；心阴亏虚、心火偏旺者
，用朱砂安神丸。
(4)心阳不振：温补心阳，安神定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5)水饮凌心：振奋心阳，化气利水，苓桂术甘汤。
(6)心血瘀阻：活血化瘀，理气通络，桃仁红花煎。
(7)痰火扰心：清热化痰，宁心安神，黄连温胆汤。
　　23.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中医病名是　　A.心悸　　B.怔忡　　C.心痹　　D.胸痹　　E.心痛　　
答案：C　　【答题诀窍】源自《内经·痹论》，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
风心病引起的心悸，以心脉痹阻为主。
　　24.治疗心痹之水气凌心射肺证应首选　　A.五苓散合桃仁红花煎　　B.五味子汤合桃红四物煎　
　c.苓桂术甘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　　D.猪苓汤合天王补心丹　　E.苓甘五味姜辛汤合泻心汤　　答
案：C　　25.心律失常的中医病名是　　A.心慌　　B.心忡　　C.怔忡　　D.心悸　　E.心痹　　答案
：D　　26.心动悸的治疗大法是　　A.补益心气　　B.滋养心阴　　C.宁心止悸　　D.补养心血　　E.
温补心阳　　答案：C　　27.下列各项中，除哪项外，均是心悸实证的治法　　A.疏风清热　　B.化
痰涤饮　　c.豁痰理气　　D.活血化瘀　　E.重镇安神　　答案：A　　【答题诀窍】治疗原则：虚证
当补益气血，调理阴阳，配合养心安神之品，实证当化痰、涤饮、活血化瘀，配合应用重镇安神之品
。
　　28.治疗心动悸之气阴两虚证应首选　　A.芍药甘草汤　　B.滋水清肝饮　　C.六味地黄汤　　D.
真武汤　　A1型题　　1.关于心悸的概念以下何者不妥　　A.心中悸动　　B.惊惕不安　　c.甚者不能
自主　　D.均呈阵发性　　E.常因情志波动或过劳而发　　答案：D　　【答题诀窍】心悸是因外感
或内伤，致气血阴阳亏虚，心失所养；或痰饮瘀血阻滞，心脉不畅，引起以心中急剧跳动，惊慌不安
，甚则不能自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证。
惊悸时作时止，怔忡终日悸动。
　　2.悸病名最早由哪位医家正式提出　　A.张仲景　　B.巢元方　　C.张景岳　　D.朱丹溪　　E.孙
思邈　　答案：A　　3.心悸时严重脉律失常与疾病预后的关系最早记载于　　A.《内经》　　B.《金
匮要略》　　c.《丹溪心法》　　D.《景岳全书》　　E.《证治准绳》　　答案：A　　【答题诀窍】
《素问·三部九候论》说：“参伍不调者病。
”最早记载脉律不齐是疾病的表现。
《素问·平人气象论》说：“脉绝不至日死，乍疏乍数日死。
”最早认识到心悸时严重脉律失常与疾病预后的关系。
　　4.何人以“炙甘草汤”作为治疗心悸的常用方剂　　A.张仲景　　B.成无己　　C.朱丹溪　　D.张
景岳　　E.王清任　　答案：A　　【答题诀窍】汉代张仲景提出了基本治则及炙甘草汤等治疗心悸
的常用方剂。
　　5.何人最重视瘀血内阻导致心悸怔忡　　A.张仲景　　B.成无己　　C.张景岳　　D.宋丹溪　　E.
王清任　　答案：E　　【答题诀窍】王清任注重瘀血导致的心悸怔忡，用血府逐瘀汤每多收效。
　　6.何书对惊悸怔忡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描述　　A.《内经》　　B.《金匮要略》　　c.《医学正传
》　　D.《景岳全书》　　E.《医林改错》　　答案：c　　【答题诀窍】宋代《济生方·惊悸怔仲健
忘门》率先提出怔忡病名，《丹溪心法·惊悸怔忡》中提出心悸当“责之虚与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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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医学正传·惊悸怔忡健忘证》对惊悸、怔忡的区别与联系有详尽的描述。
《景岳全书·怔忡惊恐》认为怔忡由阴虚劳损所致。
　　7.心悸的病位在　　A.心　　B.肝　　c.脾　　D.肺　　E.肾　　答案：A　　8.病位在心，其发病
与哪些脏腑功能失调有关　　A.脾肾肺肝　　B.肺脾肾胆　　C.肝肾脾胃　　D.心脾肝肾　　E.胃脾
心肾　　答案：A　　【答题诀窍】心悸的病位在心，而与肝、脾、肾、肺四脏密切相关。
　　9.心悸除针对病因病机治疗外，还应配合何法治疗　　A.安神定志　　B.安神镇心　　C.养心安神
　　D.养血安神·　　E.清心安神　　答案：C　　【答题诀窍】心悸以心神不宁为病理特点，故应
配合养心安神之法。
　　10.心悸，在辨证用药的同时，常配用下列哪一类药　　A.补血药　　B.养阴药　　C.温阳药　
　D.安神药　　E.重镇药　　答案：D　　11.下列哪项不是心悸的临床特点　　A.心中悸动不安　　B.
心悸不能自主　　c.与气候变化有关　　D.因情绪波动而发　　E.惕惕如人将捕之　　答案：C　　12.
心悸病情较重者称　　A.心悸　　B.惊悸　　C.怔忡　　D.心动悸　　E.以上皆非　　答案：C　　【
答题诀窍】怔忡多由久病体虚、心脏受损所致，无精神因素亦可发生，常持续心悸，心中惕惕，不能
自控，活动后加重，病情较重，每属虚证。
　　13.对于心悸病人首先应做的检查是　　A.胸部x线透视　　B.x线胸部摄片　　C.心脏B超　　D.心
电图　　E.二级梯试验　　答案：D　　【答题诀窍】心电图是检测心律失常有效、可靠、方便的手
段。
　　14.心虚胆怯心悸的特点为　　A.心悸气短，头晕目眩　　B.心悸易惊，心烦失眠　　c.心悸不宁
，善惊易恐　　D.心悸眩晕，可伴水肿　　E.心悸不安，伴心痛时作　　答案：c　　【答题诀窍】心
虚胆怯症状：心悸不宁，善惊易恐，坐卧不安，少寐多梦而易惊醒，食少纳呆，恶闻声响，苔薄白，
脉细略数或细弦。
　　15.以下哪项符合心血不足心悸　　A.心悸不宁、善惊易恐　　B.心悸气短、面色无华　　C.心悸
易惊、五心烦热　　D.心悸时发时止、便秘尿赤　　E.心悸不安、舌质紫暗　　答案：B　　【答题诀
窍】心脾气血两虚症状：心悸气短，头晕目眩，少寐多梦，健忘，面色无华，神疲乏力，纳呆食少，
腹胀便溏，舌淡红，脉细弱。
　　16.符合阴虚火旺心悸的是　　A.心悸时作时止、舌红、苔黄腻　　B.心悸不安、舌质紫暗　　c.
心悸眩晕、胸闷痞满或水肿　　D.心悸气短、面色无华　　E.心悸易惊、舌红、苔少或无　　答案：E
　　【答题诀窍】阴虚火旺症状：心悸易惊，心烦失眠，五心烦热，口干，盗汗，思虑劳心则症状加
重，伴有耳鸣，腰酸，头晕目眩，舌红少津，苔薄黄或少苔，脉细数。
　　17.治阴虚火旺心悸，代表方中之天王补心丹的作用是　　A.清心降火、重镇安神　　B.清心降火
、补心安神　　c.滋阴养血、补心安神　　D.滋补心阴、安神定悸　　E.振奋心阳、宁心安神　　答
案：C　　18.符合瘀阻心脉心悸的是　　A.心悸时发时止，舌红、苔黄腻　　B.心悸眩晕、胸闷痞满
　　c.心悸不安、心痛时作　　D.心悸不安、面色苍白　　E.心悸气短、面色不华　　答案：C　　【
答题诀窍】心血瘀阻症状：心悸，胸闷不适，心痛时作，痛如针刺，唇甲青紫，舌质紫暗或有瘀斑，
脉涩或结或代。
　　19.治疗瘀阻心脉心悸的代表方中“桃仁红花煎”的作用是　　A.活血化瘀、理气通络　　B.益气
养阴、活血通络　　c.辛温散寒、宣通心阳　　D.温通心阳、镇心安神　　E.养血活血、理气通脉止
痛　　答案：A　　20.治疗心阳不振心悸代表方中“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的作用是　　A.温补心阳
、安神定悸　　B.益心气、温心阳　　c.补血养心、益气安神　　D.镇惊定志、养心安神　　E.清心化
痰、宁心安神　　答案：A　　21.心悸咳喘，不能平卧，肢体浮肿，小便不利，舌淡胖，脉沉细无力
，最佳方剂是　　A.防己黄芪汤　　B.苓桂术甘汤　　C.五皮饮　　D.真武汤　　E.五苓散　　答案
：B　　22.痰火扰心型心悸，最佳治疗方剂是　　A.二陈汤　　B.温胆汤　　C.黄连阿胶汤　　D.黄连
温胆汤　　E.朱砂安神丸　　答案：D　　【答题诀窍】以上考查分证论治，(1)心虚胆怯：镇惊定志
，养心安神，安神定志丸。
(2)心脾两虚：补血养心，益气安神，归脾汤。
(3)阴虚火旺：滋阴清火，养心安神，黄连阿胶汤；阴虚火不旺用天王补心丹；心阴亏虚、心火偏旺者
，用朱砂安神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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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心阳不振：温补心阳，安神定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5)水饮凌心：振奋心阳，化气利水，苓桂术甘汤。
(6)心血瘀阻：活血化瘀，理气通络，桃仁红花煎。
(7)痰火扰心：清热化痰，宁心安神，黄连温胆汤。
　　23.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中医病名是　　A.心悸　　B.怔忡　　C.心痹　　D.胸痹　　E.心痛　　
答案：C　　【答题诀窍】源自《内经·痹论》，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
风心病引起的心悸，以心脉痹阻为主。
　　24.治疗心痹之水气凌心射肺证应首选　　A.五苓散合桃仁红花煎　　B.五味子汤合桃红四物煎　
　c.苓桂术甘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　　D.猪苓汤合天王补心丹　　E.苓甘五味姜辛汤合泻心汤　　答
案：C　　25.心律失常的中医病名是　　A.心慌　　B.心忡　　C.怔忡　　D.心悸　　E.心痹　　答案
：D　　26.心动悸的治疗大法是　　A.补益心气　　B.滋养心阴　　C.宁心止悸　　D.补养心血　　E.
温补心阳　　答案：C　　27.下列各项中，除哪项外，均是心悸实证的治　　法　　A.疏风清热　
　B.化痰涤饮　　c.豁痰理气　　D.活血化瘀　　E.重镇安神　　答案：A　　【答题诀窍】治疗原则
：虚证当补益气血，调理阴阳，配合养心安神之品，实证当化痰、涤饮、活血化瘀，配合应用重镇安
神之品。
　　28.治疗心动悸之气阴两虚证应首选　　A.芍药甘草汤　　B.滋水清肝饮　　C.六味地黄汤　　D.
真武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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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让广大考生熟悉人机对话的考试形式，我们制作了人机对话机房模拟版软件及考题，《2009中
医内科主治医师资格考试应试题库》中提供了下载网址，希望考生通过模拟实战，熟悉人机对话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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