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兽医学试题

一、填空（ 30 分，每空 0.5 分）

1、中兽医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特点是（ ）（ ）。

2、阴阳的关系有（ ）（ ）（ ）（ ）。

3、事物五行属性的归类方法有（ ）（ ）。

4 、 五 脏 的 共 同 生 理 功 能 是 （ ）； 六 腑 的 共 同 生 理 功 能 是

（ ）。

5、肺的宣发功能主要表现在（ ）（ ）

（ ）。

6、主宰水液代谢全过程的脏腑是（ ）。

7、脾气的运动特点以（ ）为主；胃气的运动特点以（ ）为主。

8、“齿为（ ）之余”。

9、气的生理功能有（ ）（ ）（ ）（ ）（ ）。

13、外寒侵袭机体致病有（ ）（ ）。

14、影响正常口色的因素（ ）（ ）（ ）（ ）。

15、白苔主（ ）（ ）证。

17、补气血以补（ ）（脏腑）为主。

18、表里是辨别（ ）（ ）的两个纲领。

二、选择（ 15 分）（1—5 单选、 6—10 双选、 11—15 多选）

1、“动极者镇之以静”是用来说明阴阳的（ ）关系

（1） 对立 （2） 互根 （3） 消长 （4） 转化

2、具有生化、承载、受纳等作用的事物属（ ）

（1） 木 （2）火 （3）土 （4）金 （5）水



3、主运化水谷的脏腑是（ ）

（1）心 （2）肝 （3）脾 （4）肺 （5）肾

4、“伤于（ ）者，上先受之”

（1）风 （2）寒 （3）暑 （4）湿 （5）燥

5、黄色主（ ）证

（1）寒 （2）热 （3）湿 （4）实 （5）虚

7、下列症状属风邪特性者是（ ）

（1）起卧不安 （2）四肢抽搐 （3）神志不清 （4）口渴贪饮 （5）皮肤瘙痒

8、下列症状属气虚者是（ ）

（1）精神兴奋 （2）脉象无力 （3）呼吸低微 （4）耳鼻发凉 （5）午后潮热

三、判断（ 20 分）

1、事物的阴阳属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2、五行中的相生与相克均属于正常现象。

3、血属阴而主静，血不能自行。

5、气升降出入的场所在脏腑经络等组织之中（间） 。

6、头为诸阴之会。

7、后海穴在肛门上尾根下。

8、暑邪纯属外邪。

9、风湿症难愈的主要原因是湿邪存在的缘故。

10、“诸内腹痛，皆用元胡”。

四、简述（ 20 分）



1、为什么说“汗为心之液”？

2、气与血的关系？

3、影响药物升降浮沉的因素？

4、下法与消法的同异？

5、六淫致病的共同特点？

五、病例分析（ 15 分）

乳牛， 5 岁，每日产奶 60 斤左右。主诉，前几天天气突然变冷，从那以后该牛吃喝就差，还鼻流

清涕，咳嗽。当地兽医给打了一针，灌了一付药，仍不见好，故来此就诊。

现症检查：精神沉郁，营养不良，角温耳温偏高，咳嗽、气喘，鼻流黄色粘稠的鼻涕，口干而红，

贪饮，粪便干燥，脉滑数而浮。请回答：

1、该牛患得是什么证（请用八纲辨证）？

2、该牛患得是什么病（请用脏腑辨证）？

3、此时该牛的舌苔表现为？

4、治法？

5、方名及药物？

标准答案 1 

一、填空题（ 30 分，每空 0.5 分）

1．整体观念，辨证诊治。



2．交感相错、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

3．直接取象类比，间接推演络绎。

4．化生和贮藏理气，受纳和传化水谷

5．呼出浊气，清气 全身 皮毛，卫毛 +津液 汗

水谷之气

6．肾

7．升，降

8．骨

9．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

13．中寒，伤寒

14．季节气候，家畜种类，年龄，其他

15．表，寒

16．数而不规则，缓而不规则，缓弱而有规则

17．脾胃

18．病位深浅，病势进退

21．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22 汗吐下和温清补消

二、选择（ 15 分，每题 1分，1-5 单选、 6-10 双选、 11-15 多选）

1．（1） 2．（3） 3．（3） 4．（1） 5．（3） 7．（2）（5） 8．（2）（3）

三、判断（ 20 分，每题 2分）

1．（ √ ） 2．（ √ ） 3．（ √ ） 4．（ √ ） 5．（ √ ）6．（ × ）

7．（ √ ） 8．（ √ ） 9．（ √ ） 10．（ √ ）



四、简述（ 20 分，每题 4分）

1．汗为津液所化生，津液又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血为心所主，血汗同源，故汗为心之液。

2． 气为血帅：气能生血，气能行血 ，气能摄血。

血为气母：血以载气，血给气以营养。

4．相同：都是治疗有形之实邪。

相异：消法用于胃食积，渐消缓散，作用力弱，主要用于慢性病。

下法用于肠道粪结，猛攻急下，作用力强，主要用于急性病。

5．（1）有一定的季节性；（2）六淫可单犯畜体，也可两个以上合犯畜体； （3）在一定条件可相互

转化；（4）多由皮毛、口鼻侵入畜体。

五、病例分析（ 15 分）

1．里热证（ 3分）

2 肺热咳喘（ 3分）

3．黄厚（ 3分）

4．清热宣肺、止咳平喘（ 3分）

5．麻杏石甘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大黄（ 3分）

中兽医学试题

一、填空（ 30 分）

2、阴阳消长的基本形式是（ ）（ ）。

3、相乘的实质是（ ），相侮的实质是（ ）。

4、血液正常运行的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 ）



（ ）。

5、“汗为（ ）之液”

6、肺的肃降功能主要表现在（ ）（ ）

（ ）。

7、脾统血的机理是（ ）。

8、阳黄多因（ ）侵犯肝胆所致。

9、脾气的运动特点以（ ）为主；胃气的运动特点以（ ）为主。

10、宗气的生理功能有（ ）（ ）。

13、一源三歧是指（ ）。

14、外寒侵袭机体致病有（ ）（ ）。

15、六淫致病的共同特点有（ ）（ ）

（ ）（ ）。

16、影响正常口色的因素（ ）（ ）（ ）（ ）。

17、白色主（ ）证；黄色主（ ）证；赤色主（ ）证；青色主（ ）证；黑色主（ ）

证。

18、内伤久病的虚证见于浮脉其机理是（ ）。

20、补阴阳以补（ ）（脏腑）为主。

21、寒热是辨别（ ）的两个纲领。

22、实热证出现“四大症状”是（ ），治法是（ ），所选方剂是（ ），

方药组成是（ ）。

23、“是结不是结，（ ）（ ）穴（血）”。

24、治未病包括（ ）（ ）两个方面。



二、选择（ 15 分）（1—5 单选、 6—10 双选、 11—15 多选）

1、既属六腑，又属奇恒之腑的脏腑是（ ）

（2） 心 （2） 肝 （3） 胆 （4） 小肠 （5）肾

2、具有清洁、收敛、肃降等作用的事物属（ ）

（2） 木 （2）火 （3）土 （4）金 （5）水

3、主筋的脏腑是（ ）

（1）心 （2）肝 （3）脾 （4）肺 （5）肾

4、“伤于（ ）者，下先受之”

（1）风 （2）寒 （3）暑 （4）湿 （5）燥

5、主宰水液代谢全过程是（ ）

（1）心 （2）肝 （3）脾 （4）肺 （5）肾

6、下列功能属脾的是（ ）

（1）藏血 （2）主运化 （3）主肌肉 （4）主血 （5）主筋

8、下列症状属寒邪特性者是（ ）

（1）精神倦怠（ 2）四肢僵硬（ 3）脉象迟紧（ 4）口渴贪饮（ 5）皮肤瘙痒

9、下列症状属血虚者是（ ）

（1）精神兴奋（ 2）脉象细涩（ 3）呼吸低微（ 4）耳鼻发凉（ 5）体瘦毛焦

三、判断（ 20 分）

11、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宗气。

12、肾的功能可影响大便排泄。

15、湿邪可以化燥。

16、脏腑功能异常可产生风、寒、暑、湿、燥、火。



四、简述（ 20 分）

4、 为什么说事物的阴阳属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5、 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瘀血的类型及成因？

五、病例分析（ 15 分）

乳牛， 8岁，该牛不好好吃喝已有数日，当地兽医给打了一针，灌了一付药，仍不见好，故来此就

诊。

现症检查：精神沉郁，营养不良，行走无力，后肢下部粪便污染严重，舌质如棉，脉象沉而无力。

请回答：

6、该牛患得是什么证（请用八纲辨证）？

7、该牛患得是什么病（请用脏腑辨证）？

8、此时该牛的口色表现为？

9、治法？

10、方名及药物？

标准答案 2 

六、填空题（ 30 分，每空 0.5 分）

1．整体观念，辩证论治

2．阴消阳长，阳消阴长

3．相克太过，反克

4．心搏动正常，脉管完整，血液性状正常

5．心

6．吸入清气；将水谷精微输布全身，内入脏腑；保持呼吸道的洁净，有排痰功能

7．脾气固摄作用



8．湿热

9．升，降

10．贯心脉，行呼吸

11．气能生血，气能摄血

12．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

14．中寒，伤寒

15． 有一定的季节性；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可单独存在，也可两个以上全犯机体；侵入途

径：口鼻、皮毛

16．季节气候，家畜种类，年龄，其他

17．虚，湿，热，寒、痛、风，极

18．虚阳浮越

19．数而不规则，缓而不规则，缓弱而有规则

20．肾

21．疾病性质

22．阳明经证，清热生津，白虎汤，石膏、知母、甘草、粳米

23．三江，蹄头

24．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七、选择题（ 15 分，每题 1分，1-5 单选、 6-10 双选、 11-15 多选）

1．（3） 2．（4） 3．（2） 4．（4） 5．（5）

6．（2）（3） 7．（4）（5） 8．（1）（3） 9．（2）（5） 10．（2）（4）

11．（1）（2）（3） 12．（1）（2）（3）（4）（5） 13．（1）（2）（3） 14．（1）（2）（5）15．（2）

（4）（5）

八、判断正误（ 20 分，每题 2分）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九、简述题（ 20 分，每题 4分）

1．答： （1）随着条件的改变，阴阳的属性可以发生变化。

（2）事物的不限可分性，决定了阴阳的无限可分性。

2．答：气为血帅：气能生血，气能摄血，气能行血。

血为气母：血是气的载体，血给气以营养。

3．答：（1）血行不畅瘀阻于脉络之中，原因：气虚、气滞、血寒、血热。

（2）血离经脉瘀滞于组织间隙，原因：外伤、气虚、血热等。

十、分析题（ 15 分）

1．里虚证（ 3分）

2．脾不健运（ 3分）

3．白色（ 3分）

4．补气健脾，和胃渗湿（ 3分）

5．参苓白术散（ 3分）

中兽医学试题

一、填空（ 30 分）

1、阴阳消长的基本形式是（ ）（ ）。

2、五行属性的归类方法有（ ）（ ）。

3、五脏的共同生理功能是（ ）；六腑的共同生理功能是（ ）。

4、肺的宣发功能主要表现在（ ）（ ）

（ ）。

5、脾气的运动特点以（ ）为主；胃气的运动特点以（ ）为主。



6、“爪为（ ）之余”。

7、津液的生理功能有（ ）（ ）（ ）。

8、为了加强补血药的补血作用，常配伍补气药，其机理是（ ）（ ）。

9、经络是（ ）的通道。

10、一源三歧是指（ ）。

11、导致“内燥”的原因有（ ）（ ）（ ）（ ）。

12、影响正常口色的因素（ ）（ ）（ ）（ ）。

13、黄苔主（ ）（ ）证。

14、促脉呈（ ）间歇；结脉呈（ ）间歇；代

脉呈（ ）间歇。

15、补气血以补（ ）（脏腑）为主。

16、寒热是辨别（ ）（ ）的两个纲领。

17、口舌生疮是（ ）所致，治法是（ ），所选方剂是（ ），方药组成是

（ ）。

19、治未病包括（ ）（ ）两个方面。

20、中医的八法是（ ）。

24、中医“治变”原则的“三因制宜”是（ ）（ ）（ ）。

25、“气为血帅”体现在（ ）（ ）（ ）。

二、选择（ 15 分）（1—5 单选、 6—10 双选、 11—15 多选）

1、主宰水液代谢全过程是（ ）

（1）心 （2）肝 （3）脾 （4）肺 （5）肾

2、“君主之官”是（ ）

（1）心 （2）肝 （3）脾 （4）肺 （5）肾

3、主运化水谷的脏腑是（ ）



（1）心 （2）肝 （3）脾 （4）肺 （5）肾

4、“伤于（ ）者，下先受之”

（1）风 （2）寒 （3）暑 （4）湿 （5）燥

7、下列症状属风邪特性者是（ ）

（1）起卧不安 （2）四肢抽搐 （3）神志不清 （4）口渴贪饮 （5）皮肤瘙痒

8、下列症状属气虚者是（ ）

（1）精神兴奋 （2）脉象无力 （3）呼吸低微 （4）耳鼻发凉 （5）午后潮热

9、中兽医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特点是（ ）

（1）整体观念（ 2）辩证论治（ 3）治病求本（ 4）扶正祛邪（ 5）望闻问切

10、下列脏腑与呼吸密切相关的是（ ）

（1）心 （2）肝 （3）脾 （4）肺 （5）肾

三、判断（ 20 分）

1、内伤性致病因素主要是因饲养管理不当引起的。

2、五行中的相生与相克均属于正常现象。

3、血属阴而主静，血不能自行。

5、气升降出入的表现是脏腑的功能活动。

6、头为诸阴之会。

8、外感六淫，内生五邪。

9、风湿症难愈的主要原因是湿邪存在的缘故。

10、“是结不是结，三江、蹄头血”。

四、简述（ 25 分）

9、 为什么说“升降在物，也可在人”



10、气与津液的关系？

11、湿邪化燥的机理？

五、病例分析（ 10 分）

乳牛，10 岁，每日产奶 60 斤左右。主诉，该牛不好好吃喝已有数日，近来该牛卧下时从阴门露出

一个碗口大的红疙瘩，故来此就诊。

现症检查：精神沉郁，营养不良，行走无力，后肢下部粪便污染严重，舌质如棉，脉象沉而无力。

请回答：

11、该牛患得是什么证（请用八纲辨证）？

12、该牛患得是什么病（请用脏腑辨证）？

13、此时该牛的口色表现为？

14、治法？

15、方名及药物？

标准答案

十一、 填空题（ 30 分，每空 0.5 分）

1．阴消阳长，阳消阴长

2．直接取象类比，间接推演络绎

3．化生和贮藏精气，受纳和传化水谷

4．呼出浊气，宣发水谷精微到全身，宣发卫气和津液，以汗的形式排出体外

5．升，降

6．筋

7．滋润营养，组成和补充血液，排运废物

8．气能生血，气能摄血



9．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

10．督、任、冲脉。

11．五脏积热伤津，慢性消耗性病证阴液耗损，吐、汗、出血过多，湿邪化燥

12．季节气候，家畜种类，年龄，其他

13．热，里

14．数而不规则，缓而不规则，缓弱而有规则

15．脾胃

16．疾病性质

19．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20．汗吐下和温清补消

24．因畜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25．气能生血，气能摄血，气能行血

十二、 选择题（ 15 分，每题 1分，1-5 单选、6-10 双选、 11-15 多选）

1．（5） 2．（1） 3．（3） 4．（4） 5．（2）

6．（1）（4） 7．（2）（5） 8．（2）（3） 9．（1）（2） 10．（4）（5）

11．（1）（2）（3）（4）（5） 12．（3）（4）（5） 13．（3）（4）（5） 14．（1）（2）（3）15．（1）

（2）（3）

十三、 判断正误（ 20分，每题 2分）

1．（ √ ） 2．（ √ ） 3．（ √ ） 4．（ × ） 5．（ √ ）6．（ × ）

7．（ × ） 8．（ √ ） 9．（ √ ） 10．（ √ ）

十四、 简述题（ 25 分，每题 5分）

2．答：气能生津，气能摄津 ，气能行津



3．答：湿邪侵犯机体，损伤脾阳，致使脾的运化水液的功能下降，水液不能正常吸收，而使组织

器官缺乏津液的滋润而化燥。

4．答：（1）下法

（2）泻下

（3）里实证（结症）

（4）减槟榔、二丑、枳实、大黄；加黄芩、白术、砂仁

十五、 分析题（ 10 分）

1．里虚证（ 2分）

2．脾气下陷（ 2分）

3．白色（ 2分）

4．补中益气，升阳举陷（ 2分）

5．补中益气汤：黄芪、党参、白术、当归、陈皮、甘草、升麻、柴胡（ 2 分）

中兽医学试题

一、填空题（ 20 分，每题 2分）

1. 阴 阳 的 相 互 关 系 包 括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 血 液 正 常 运 行 的 三 个 基 本 条 件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4．脾气的运动形式是 ______________，胃气的运动形式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中医的八法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口色中，白色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证，青色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证。

9．表里辨证是辨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两个纲领。

二、选择题（ 30 分，每题 1.5 分，选全选对方可得分）

2．肝病传脾 ,病理传变规律是（ ）

A．母病及子 B．子病犯母 C．土侮木 D．木乘土 E．表里同病

3．下列气中 ,机体生命活动原动力的是（ ）

A．宗气 B．元气 C．营气 D．卫气 E．中气

4．下列脏腑中 ,与肺相表里的是（ ）

A．心 B．大肠 C．小肠 D．胆 E．胃

5．主宰整个水液代谢全过程的脏腑是（ ）

A．心 B．肝 C．脾 D．肺 E．肾

A．大戟 B．甘遂 C．半夏 D．知母 E．贝母

9．舌苔由厚变薄，表示（ ）

A．病由轻变重 B．由重变轻 C．病邪深入 D．病邪渐退 E．胃气亡失

11．下列症状属阳范畴的有（ ）

A．结膜红黄 B．鼻流清涕 C．脉数 D．精神沉郁 E．小便清长

12．属寒邪特性的症状有（ ）

A．凝滞 B．致疼病 C．收引 D．阻遏气机 E．趋下重浊

13．属肺经病的症状有（ ）

A．咳嗽 B．慢性出血 C．拉稀 D．鼻流清涕 E．舌红肿

14．下列药物性能属阴性的是（ ）

A．升浮 B．沉降 C．酸苦味 D．温热 E．归经



15．下列功能，属脾功能的有（ ）

A．主疏泄 B．主运化 C．升清 D．主宣降 E．主血脉

16．大热、大汗、大渴、口干舌红、舌苔黄燥、脉洪大的是（ ）

A．表热证 B．半表半里证 C．心火上炎 D．阳明经证 E．肝火上炎

17．应用补法，应注意避免（ ）

A．出汗过多 B．伤津 C．闭门留寇 D．滞胃 E．出血

19．发热重、恶寒轻、咳嗽、口干、舌红苔黄脉浮数，其证为（ ）

A．风热表证 B．风寒表证 C．太阳中风 D．阳明经证 E．半表半里证

三、判断正误（ 10 分，每题 1分）

1．五行相生相克属正常现象。 （ ）

2．暑邪纯属外邪。（ ）

4．事物的阴阳属性是绝对的。 （ ）

6．补中益气汤可用于中气下陷的治疗。 （ ）

7．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辨证论治的具体应用。 （ ）

8．阴虚则外热。（ ）

9．脾主运化水液，所以脾主水。 （ ）

四、简述题（ 25 分，每题 5分）

1．简述气与血的关系。

2．何为四诊？为什么要“四诊合参”？

3．为什么说药物“升降在物，也可在人”？

4．沉脉的脉象特点及主病？

5．简述五脏及六腑的共同生理特点。



五、分析题（ 15 分）

一头 8 岁黑白花奶牛，产犊 60 天，昨天气候突然变冷，今早发现该牛精神沉郁，不吃草，不见反

刍，前来就诊。检查： T40.1℃、P96 次 /分、精神沉郁、毛乍、怕冷、遇风发抖、无汗，鼻流清涕、

稍喘、脉浮紧。

①该病的证型 ?(5 分 ) 

②确定治则，选择方剂，写出具体药物。 （4分）

③该牛的舌苔应是什么表现 ?（3分）

④分析为什么无汗（ 3分）

标准答案 4 

填空题（ 20 分，每题 2分）

6．阴阳交感相错、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

7．相克太过，反克。

8．心搏动正常、脉管完整、血液性状正常。

9．脾主升清（升），胃主降浊（降）。

11．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治疗方法。

12．虚，寒、痛、风。

13．阳，阴。

14．疾病的病位和病位深浅。

十六、 选择题（ 30 分，每题 1.5 分，选全选对方可得分）

1．C 2．D 3．B 4．B 5．E 6．ABCD 7．AD 8．AB 9．BD 10．ABC 



11．AC 12．ABC 13．AD 14．BC 15．BC 16．D 17．CD 18．AB 19．A 

20．AD 

十七、 判断正误（ 10分，每题 1分）

1．（ √ ） 2．（ √ ） 3．（ √ ） 4．（ × ） 5．（ × ）6．（ √ ）

7．（ √ ） 8．（ × ） 9．（ × ） 10．（ × ）

十八、 简述题（ 25 分，每题 5分）

1．答： 气为血帅：气能生血，气能行血 ，气能摄血。

血为气母：血以载气，血给气以营养。

2．答：四诊：望、闻、问、切。

四诊各有特点，不能相互取代，只有“四诊合参”，才能全面系统地了解病情，做出正确判断。

5．答：五脏是化生和贮藏气、血、精、津液，具有藏而不泻的特点。

六腑传化水谷，具有泄而不藏的特点。

十九、 分析题（ 15 分）

1．处感风寒表实证（太阳伤寒） （5分）

2．治则：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1分）

方剂：麻黄汤（ 2 分）

麻黄 30g 桂枝 30g 杏仁 60g 甘草 20g 内服（1 分）

3．薄白苔（ 3分）

4．寒性收引，皮毛腠理紧闭，故无汗。 （3分）

中兽医学练习题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按照五行生克乘侮和疾病传变规律 ,肝病传肺叫做 ___A____。

A、木侮金 B、木乘土 C、火克金 D、水乘火 E、金生水

2、事物有生有克， 克中有生，生中有克，才能维持相对的平衡， 这种生克的配合， 称为 ___C____。

A、气化 B、气机 C、制化 D、运化 E、生化

3、经络运行规律中，哪一项是对的？ ___D____。

A、头为诸阴之会 B、胸为诸阳之会 C、腹为诸阴之会

D、头为诸阳之会

4、“实则阳明，虚则太阴”这里的太阴是指___D____。

A、六经辩证的太阴病 B、卫气营血辩证的卫分病

C、前肢（手）太阴肺经 D、后肢（足）太阴脾经

E、以上都不是

5、根据湿邪的致病特点，下列哪一项是对的 ___D____。

A、湿性轻扬开泄、升发向上 B、湿性善行数变

C、湿性主动，动摇不定 D、湿性凝滞，易至疼痛

6、“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的治疗法则，是属于____A____。

A、正治 B、顺治 C、反治 D、从治 E、反佐

7、脾的下列功能中，哪一项是对的 ____C____。

A、脾主宣降，通调水道 B、脾主一身之表，外合皮毛

C、脾主肌肉及四肢 D、脾主气，司呼吸，开窍于鼻

8、根据止咳化痰平喘的治则，临床上干咳无痰，昼轻夜重宜 ___E__。

A、清化热痰 B、温化寒痰 C、止咳平喘

D、镇痉祛痰 E、滋阴润肺



9、常见病畜口色中，以黄色为例，主 ___B_____。

A、热 B、湿 C、虚 D、痛 E、寒

二、填空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1、中兽医望诊，察口色的部位包括 __脣、舌、卧蚕、排齿、口角 _______等，其中以 ____舌__为

主。各类家畜的侧重点是马、骡的口色主要看 __脣、舌、卧蚕、排齿 __；牛、羊主要看 __卧蚕、

舌底及颊部 ________；猪主要看 ____舌__。

2、各类家畜常用的切脉部位是：马 __切双鹘（）脉 ________；牛 _尾动脉 _____；猪、羊 _____股

内动脉 ______________。

3、脉主 ___表__证。浮而有力为 __表实__证；浮而无力为 __表虚___证。沉脉主 __里__证。沉而有

力为__里实____证；沉而无力为 ___里虚_证。浮迟是 __表寒_；沉迟是里寒 __。数脉主 __热__证。

数而有力为 __实热证；数而无力为 _虚热___证；浮数无力为 ___表虚____。

4、就其生成的气而言，中医所说的气包括 ___元气、宗气、营气和卫气———————————

————————————————。

5、脏与腑的主要区别在于 ___-脏以藏为主，腑以通为用 _____。

三、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1、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

病证发展到严重阶段时，反而出现与疾病本质不一致的某些表面现象，即过虚或过实均会出现一

些假象，也叫做虚实真假。

2、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急则治其标，指在疾病过程中，如果标症紧急，不及时治疗会出现危及生命或影响疾病治疗的一

种急救治标法称为急则治其标。

缓则治其本指在一般情况下，病势不急，须从本而论治，称为缓则治其本。



3、清净之腑

清净之腑指胆，胆虽然属于六腑，但胆囊中所藏的胆汁清而不浊，故称为清净之腑。

四、问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1、简述阴阳的相互关系。

阴阳的的关系包括①阴阳的对立，指一切事物都存在阴、阳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两个方面。②

阴阳的互根，指阴、阳相互依存和和联结的关系。阴和阳两个方面，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依

存，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存在，而是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③阴阳的消长，指阴阳双方在

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的情况下，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之中，也称为“阴

消阳长或阳消阴长”④阴阳的转化，指阴阳在一定的条件下能相互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可

以转化为阴，阴阳消长是属于量变，而阴阳转化是属于质变的过程。

2、简述八纲辩证和卫气营血辩证的意义。

八纲辩证是中兽医辩证的总纲，八纲，即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是概括证候类型的

纲领。阴阳两纲又可以概括其他六纲，即表、热、实为阳；里、寒、虚为阴，所以阴阳又是八纲

的总纲。

卫气营血辩证，主要用于温病，其特点是伤阴、伤津与伤血。卫气营血是温热病四类证候的概括，

又代表着温热病发展过程中深浅不同的四个阶段。外感热病多起于卫分，然后按规律传入气分、

营分、血分。治则：在卫宜辛凉解表，在气宜清热生津，入营宜清营透热，入血宜凉血散血。

卫分证指温热病早期，属于表热证。气分证措温热之邪从卫分传来，或温热之邪直入气分引起。



温热之邪入里，病势较重，属于里热证。营分证指温热入血的轻浅阶段，介于气分和血分之间，

病位在心和心包，而高热、神昏、舌质红绛、斑疹隐隐为特征。而血分证是温热入血的深重阶段，

病情已经成为衰竭危险时期，病位主要在肝肾，而高热、神昏、舌质红绛、便血、尿血粘膜和皮

肤出血斑点，项背抽搐，脉细数为特征。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2、根据止咳化痰平喘的治则，临床上痰多稀薄，宜（ B）

A、清化热痰 B、温化寒痰 C、止咳平喘

D、镇痉祛痰 E、滋阴润肺

三、名词解释：（20 分）

2、师其方而不泥其方，取其方而圆用之

答：学习方剂时不能拘泥套用，而是要灵活应用。 ，

3、囫囵吞枣

答：从前有一人，听说梨对牙齿有好处却损胃，枣能补脾胃却损害牙齿，所以分过分聪明，在吃

梨时，只是用牙齿咬一咬就吐掉，吃枣怕损害牙齿而采取囫囵吞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