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八纲辨证

习 题

一、A 型题

1.对“辨证”的下列认识哪项不对（ ）

A.是对疾病全过程特点的认识 B.是通过现象对疾病本质的认识

C.是医生的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D.是对疾病当前病理本质的认识

E.是对病位与病因病性的认识

2.张仲景对八纲辨证的贡献是（ ）

A.提出了八纲辨证的名称 B.对八纲有散在性的论述

C.具体运用八纲进行辨证 D.奠定八纲辨证的理论

E.将八纲作为辨证的纲领

3.正式提出“八纲”名称的是（ ）

A.张仲景 B.王执中 C.祝味菊

D.陶节庵 E.张景岳

4.下述哪种理解最正确（ ）

A.表证的病位一般在皮毛 B.皮肤的病变一般属表证

C.内脏的病不会出现表证 D.表证多见于外感病初期

E.表证的实际病位在内脏

5.下列哪项不是表证的特点（ ）

A.感受外邪所致 B.起病一般较急 C.必然形成里证

D.病程一般较短 E.恶寒发热并见

6.下列哪项不属表证的症状（ ）

A.恶寒发热 B.鼻塞喷嚏 C.脉浮苔薄

D.咳痰黄稠 E.头身疼痛

7.表证最常见于（ ）

A.内伤杂病 B.上焦的病证 C.皮肤疮疡类病

D.阳明经病证 E.外感病初期

8.下列哪项不是表证与里证的鉴别点（ ）

A.表证一般脉浮，里证一般脉沉 B.表证病程较短，里证病程较长

C.表证病情较轻，里证病情较重 D.表证恶寒为主，里证发热为主

E.表证苔薄，里证舌苔多有变化

9.对里证的认识，下列哪项错误（ ）

A.里证多见内伤杂病 B.外感病一般无里证

C.里证多外邪“直中” D.情志为病多属里证

E.饮食劳伤多见里证

10.关于里证的认识，下列哪项错误（ ）

A.病情一般较重 B.病程一般较长 C都是起病缓慢



D.无表证的证候 E.脏腑证候为主

11.下列类似于半表半里证的证型是（ ）

A.肝胆病证 B.少阳病证 C.气分病证

D.中焦病证 E.厥阴病证

12.里证不包括下列哪项（ ）

A.少阴病证 B.阳明病证 C.太阴病证

D.太阳病证 E.厥阴病证

13.下列哪项不是形成寒证的因素（ ）

A.阳气亏虚 B.阴液不足 C.阴寒内盛

D.阴邪致病 E.阴气偏盛

14.下列哪项不是形成热证的因素（ ）

A.阳邪致病 B.阳气偏盛 C.阳气亏虚

D.阴液亏虚 E.寒湿郁久

15.里寒证的表现不见下述哪项（ ）

A.畏寒肢冷 B.口淡不渴 C.舌红苔灰

D.腹痛便秘 E脉象沉紧

16.里热证的表现不见下列哪项（ ）

A.便泄臭秽 B.口干口苦 C.面红尿清

D.舌苔黄腻 E.脉细而数

17.下列对“寒热者，阴阳之化也”的解释，哪项错误（ ）

A.阴阳的盛衰可形成寒证或热证 B.寒证热证的病理基础是阴阳盛衰

C.寒热证候与阴阳盛衰密切相关 D.阴阳辨证的主要依据是证之寒热

E.寒证热证由阴证阳证转化而成

18.寒证与热证的鉴别要点，下列哪项不对（ ）

A.寒证恶寒喜热，热证恶热喜冷 B.寒证口淡不渴，热证口渴喜饮

C.寒证大便泻泄，热证大便秘结 D.寒证舌苔白润，热证舌苔黄干

E.寒证脉迟或紧，热证脉数或洪

19.实证的主要病因病机，下列哪项是错误的（ ）

A.疫病虫毒侵袭 B.正虚不能驱邪 C.六淫之邪外侵

D.气化阻滞障碍 E.病理产物停积

20.下列哪项不是导致虚证的常见原因（ ）

A.先天禀赋不足 B.情志失于调摄 C.房事劳损太过

D.病中耗损过多 E.后天生化不足

21.“实”证的含义主要是指（ ）

A.体质壮实 B.正气旺盛 C.阳邪中人

D.阴寒内盛 E.邪气盛实

22.“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主要含义是（ ）

A.营血相对亏虚 B.正气相对亏虚 C.阳气相对亏虚



D.阴液必定亏虚 E.经络相对亏虚

23.下列哪项不是虚寒证的病因病机（ ）

A.阳气亏虚 B.感受阴邪 C.温煦失职

D.气化减退 E.推动无力

24.下列哪项不属虚寒证的表现（ ）

A.畏寒肢冷 B.舌苔白腻 C.尿清长或不利

D.脉象沉迟 E.自汗或无汗

25.下列哪项一般不是虚寒证的病理变化（ ）

A.容易感受寒邪 B.可演变成亡阳 C.导致动风动血

D.常与气虚同存 E.形成痰饮水湿

26.实寒证与虚寒证最主要的区别点是下列哪项（ ）

A.病程的长与短 B.怕冷之新与久 C.脉象有力与无力

D.病势的缓与急 E.疼痛喜按与拒按

27.下列哪项不是虚热证的病机（ ）

A.阴液亏少不足 B.阳气相对偏旺 C.阳热火邪炽盛

D.虚性火热内扰 E.失却滋养濡润

28.表实寒证最常见（ ）

A.薄黄润苔 B.畏寒肢冷 C.舌体淡胖

D.脉象浮紧 E.咽喉肿痛

29.下列哪项不见于表热证（ ）

A.发热恶寒 B.脉象浮数 C.舌淡苔白

D.时有汗出 E.咽红痒痛

30.下列哪项不是阳证的典型表现（ ）

A.恶寒发热 B.烦躁不安 C.便秘腹痛

D.呼吸气微 E.舌质红绛

31.下列哪项不是阴证的证候（ ）

A.倦怠无力 B.语言低怯 C.身灼气粗

D.小便清长 E.脉象沉紧

32.下述哪项不能称为八纲证候之间的关系（ ）

A.证候相兼 B.证候错杂 C.证候独立

D.证候真假 E.证候转化

33.下列哪项是最典型的证候错杂（ ）

A.表寒里热证 B.太阳伤寒证 C.脾肾阳虚证

D.表里实寒证 E.阳明里热证

34.下列哪项不是寒证的临床表现（ ）

A.舌淡苔白 B.口淡不渴 C.尿清便溏

D.脉象沉紧 E.头重如裹

35.疾病的哪个阶段较易出现证候真假（ ）



A.初期阶段 B.中间阶段 C.末期阶段

D.危重阶段 E.传变阶段

36.对证候真假的所谓“假”，哪项解释最正确（ ）

A.所有症状都是现象，皆为假 B.病人提供的临床资料有假

C.不符合常规认识的某些症状 D.与疾病本质相对立的症状

E.诊断错误，未认识疾病本质

37.确认真热假寒证的最主要依据是（ ）

A.脉数而沉 B.面红目赤 C.咽干口渴

D.神昏谵语 E.身灼肢厥

38.下述哪项不属内真寒外假热证（ ）

A.真寒假热证 B.阴盛格阳证 C.戴阳证

D.虚阳偏亢证 E.虚阳浮越证

39.最能辨别虚实真假的是（ ）

A.脉沉取之有力无力 B.舌质的苍老与嫩胖

C.病程的新久或长短 D.整个体质的壮和弱

E.二便的通利和闭涩

40.下列哪项不是证候转化（ ）

A.表证转化为里证 B.里证转化为表证

C.寒证转化为热证 D.热证转化为寒证

E.实证转化为虚证

41.寒证与热证的相互转化，关键的因素是（ ）

A.邪气的性质 B.邪气的进退 C.邪正的对比

D.阴液的盈亏 E.阳气的盛衰

42.“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是说明下述哪项（ ）

A.虚实转化 B.寒热转化 C.虚实真假

D.寒热真假 E.表里进退

43.脘腹胀满喜按，时有缓解，舌淡胖，脉沉无力，属（ ）

A.表实里虚证 B.表虚里实证 C.真实假虚证

D.真虚假实证 E.上实下虚证

44.原高热烦渴，脉洪大，现面色苍白，冷汗滋池，脉微肢厥，属（ ）

A.真热假寒 B.真寒假热 C.热证转寒

D.真实假虚 E.真虚假实

二、B 型题

A.正式提出“八纲”名称 B.初步确定八纲间的辨证关系

C.使得八纲辨证普及推广 D.已将八纲辨证作为辨证纲领

E.初步运用八纲进行辨证

1.《黄帝内经》的作用是（ ）

2.《伤寒杂病论》的作用是（ ）



3.明代医家的作用是（ ）

A.但发热不恶寒 B.但恶寒不发热 C.寒战而有高热

D.恶寒发热并见 E.发热盗汗舌红

4.最能体现表证特征的是（ ）

5.单纯的表证亦可表现为（ ）

6.表证化热人里的表现是（ ）

A.风热表证 B.风寒表证 C.里热证

D.伤风表证 E.里实证

7.发热，口渴喜饮，咳嗽气喘，咳黄痰，尿黄，舌红苔黄，脉滑数。为（ ）

8.发热重恶寒轻，头痛咽痛，口微渴，苔薄色黄白相兼，脉浮数。为（ ）

9.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身体疼痛，无汗，微有咳嗽气喘，脉浮紧。为（ ）

10.腹胀腹痛而拒按，按之有块，大便秘结，苔黄白而厚，脉沉实。为（ ）

A.表实寒证 B.表实热证 C.里实寒证

D.里虚寒证 E.里虚热证

11.心悸，失眠，盗汗，颧红，五心烦热，脉细数，舌红少苔，为（ ）

12.肢体浮肿，小便短少，畏冷肢凉，面色淡白，脉沉迟无力，为（ ）

13.突起胃脘疼痛，呕吐清涎，面色苍白，舌苔白润，脉沉紧，为（ ）

14.小便清长，夜尿多，咽干不欲饮，畏寒肢凉，舌淡，脉弱，为（ ）

15.恶寒发热，头痛头胀，鼻塞流涕，无汗，苔薄白，脉浮紧，为（ ）

A.表里实热证 B.表实寒里虚寒证 C.表寒里热证

D.表热里寒证 E.表实寒里虚热证

16.常脘腹冷痛，喜温喜按，畏冷肢凉，昨起恶寒，头痛无汗，脉濡缓，为（ ）

17.壮热汗出口大渴，头痛，微恶风寒，尿黄便结，舌红苔黄，脉洪数，为（ ）

18.新起恶寒，发热口渴，无汗，咳嗽气喘，舌红苔黄白相兼，脉浮数，为（ ）

A.寒热错杂证 B.真热假寒证 C.真寒假热证

D.表里实寒证 E.表寒里热证

19.烦热欲去衣被，尿清长，头晕咽干，面浮红如妆，下肢怕冷，舌淡，脉浮细，为（ ）

20.恶寒，喉中哮鸣，咳吐清稀白痰，无汗，口淡，面色淡青，苔白滑，脉弦紧。为（ ）

21.经常脘腹冷痛喜按，吐清涎，口苦微渴，小便短黄，舌质红苔薄黄，脉沉弦。为（ ）

A.大汗淋满，四肢厥冷，面色苍白，神情淡漠，呼吸微弱，脉微欲绝

B.形体消瘦，五心烦热，颧红盗汗，口燥咽干，皮肤干燥，脉象细数

C.身热大汗，汗热质黏，面色潮红，躁扰不安，渴喜冷饮，脉细数疾

D.高热肢厥，神识昏沉，胸腹灼热，口渴喜饮，面色紫暗，脉沉有力

E.经常畏冷，四肢不温，渴喜热饮，常自汗出，尿清便糖，脉迟无力

22.属真热假寒证者为（ ）

23.属里虚寒证者为（ ）

24.属里虚热证者为（ ）

A.真实假虚 B.实中夹虚 C.真虚假实



D.虚中夹实 E.寒热真假

25.腹泻，腹大如鼓，触之有条索状包块，拒按，烦躁不宁，脉沉细无力，为（ ）

26.久咳，气短而喘，纳差，下肢微肿，便秘但不燥硬，舌淡嫩，脉弱，为（ ）

27.身热不扬，肢体困重，倦怠懒言，便糖不爽，舌红苔黄腻，脉沉滑，为（ ）

A.寒热错杂 B.寒证化热 C.表里同病

D.虚实夹杂 E.热证转寒

28.长期咳喘，咳痰白稠，神疲乏力，食少，口淡不渴，舌淡胖，苔白腻，脉弱，为（ ）

29.恶寒发热，头身疼痛，脘腹痞胀不适，便溏不爽，小便黄，舌苔黄腻，脉弦，为（ ）

30.原高热，咳嗽，气喘，喉间痰壅，现已不发热，面色青灰，四肢厥冷，脉微，为（ ）

三、X 型题

1.下列哪些提法正确（ ）

A.内脏疾病均属里证 B.表证病变较为轻浅

C.里证病位多在脏腑 D.表证是指皮肤病变

E.里证病变较为深重

2.表里辨证的意义是（ ）

A.辨别病位的浅深 B.提示病情轻重

C.提示邪正盛衰 D.辨别疾病的性质

E.提示病变趋势

3.一般不能归属于阴证范畴的是（ ）

A.病势向上 B.病势向内 C.病变较快

D.阳邪致病 E.色泽晦暗

4.下列哪些证候可认为是真虚假实证（ ）

A.腹胀满有时缓解 B.喘促而气短息弱

C面色萎黄或苍白 D.大便闭而腹柔软

E.脉象沉细而无力

5.下列哪些是对“里邪出表”的正确认识（ ）

A.里邪向外透达 B.里证转为表证 C病邪扩散漫延

D.邪有外出之路 E.有利病情向愈

6.热证转化为寒证，提示哪些病情变化（ ）

A.转为虚寒 B.病情较重 C.阴液充盛

D.阳气衰败 E.正不胜邪

7.对虚证转实的认识，哪些正确（ ）

A.当前证候以实为主 B.为病变的一般规律

C常常是因虚而致实 D.实际多为本虚标实

E.临床实际较为常见

参考答案

一、A 型题



1.A2.C3.C4.D5.C6.D7.E8.D9.B10.C11.B12.D13.B14.C15.C16.C17.E18.C19.B20.B21.E22.B23.

B24.B25.C26.B27.C28.D29.C30.D31.C32.C33.A34.E35.D36.C37.E38.D39.A40.B41.E42.C43.D

44.C

二、B 型题

1.B2.E3.D4.D5.B6.A7.C8.A9.B10.E11.E12.D13.C14.D15.A16.B

17.A18.C19.C20.D21.A22.D23.E24.B25.D26.C27.A28.D29.C30.E

三、X 型题

1.BCE.内脏疾病不一定均属里证，表证（半表半里证）亦可表现某些内脏病变的证候；表证

是指外邪侵袭肤表而形成的特定证候，而不仅仅是指肤表病变。故只 BCE正确。

2.ABE3.ACD

4.ABD.面色萎黄或苍白为纯虚证；脉象沉细而有力为真实假虚之象。故 ABD为真虚假实证。

5.ADE.里证不可能转为表证，因为不能使原有在里的证候消失，而又出现表证的特征性证

候。病邪扩散漫延，表明病趋深重，不能认为是里邪出表。故 ADE为正确认识。

6.ABDE.热证转化为寒证，常提示病情较重，正不胜邪，阳气耗散，可转为虚寒证。阴液充

盛是健康的表现。故正确答案为 ABDE.

7.ACD.虚证转实在临床实际较为少见，也不是病变的一般规律。故正确答案为 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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