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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治燥剂

习 题

一、A1 型题

1.清燥救肺汤之君药是（ ）

A.桑叶 B.桑叶、麦冬 C.枇杷叶

D.石膏 E.杏仁、桑叶

2.症见喉间起白如腐，不易拭去，咽喉肿痛，鼻干唇燥，呼吸有声，似喘非喘，脉数无力。治当首选（ ）

A.麦门冬汤 B.玉液汤 C.杏苏散

D.清燥救肺汤 E.养阴清肺汤

3.症见咳逆上气，或咳吐涎沫，口干咽燥，手足心热，舌红少苔，脉虚数。治当首选（ ）

A.杏苏散 B.增液汤 C.养阴清肺汤

D.麦门冬汤 E.六味地黄汤

4.症见身热头痛，干咳无痰，气逆而喘，咽喉干燥，口渴鼻燥，胸膈满闷，舌干少苔，脉虚大而数。治当首选（ ）

A.杏苏散 B.清燥救肺汤 C.麦门冬汤

D.养阴清肺汤 E.百合固金汤

5.依据“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理论而组方的是（ ）

A.桑杏汤 B.百合固金汤 C.杏苏散

D.桑菊仗 E.清燥救肺汤

6.杏苏散的功用是（ ）

A.宜利肺气，疏风止咳 B.宣肺解表，祛痰止咳

C.发散风寒，降气化痰 D.清宣凉燥，理肺化痰

E.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7.清燥救肺汤证的病机是（ ）

A.温燥伤肺，气阴两伤 B.温燥外袭，肺津受灼

C.凉燥外袭，肺失宣降 D.肺肾阴虚，虚火上炎

E.胃阴不足，虚火灼肺

8.清燥救肺汤中用量最大的药物是（ ）

A.石膏 B.麦冬 C.人参

D.阿胶 E.桑叶

9.麦门冬汤、炙甘草汤、旋覆代赭汤三方含有的相同药物是（ ）

A.麦冬、大枣、人参 B.大枣、人参、甘草

C.人参、甘草、半夏 D.半夏、甘草、桂枝

E.甘草、桂枝、生姜

10.治疗外感温燥证，下列方中宜首选（ ）

A.麻黄汤 B.桂枝汤 C.桑杏汤

D.桑菊饮 E.杏苏散

11.增液汤的药物组成是（ ）

A.人参、麦冬、生地 B.玄参、麦冬、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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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人参、天冬、生地 D.沙参、麦冬、生地

E.人参、麦冬、熟地

12.下列药物不属于清燥救肺汤组成的是（ ）

A.桑叶、石膏 B.杏仁、胡麻仁 C.人参、甘草

D.薄荷、桔梗 E.阿胶、麦冬、枇杷叶

13.具有增液润燥功用的方剂是（ ）

A.黄龙汤 B.疏凿饮子 C.败毒散

D.五仁丸 E.增液汤

14.症见头微痛，恶寒无汗，咳嗽稀痰，鼻塞咽干，苔白脉弦。治当首选（ ）

A.麻黄汤 B.桂枝汤 C.参苏饮

D.杏苏散 E.桑杏汤

15.下列不属于清燥救肺汤主治证候的是（ ）

A.胸膈满闷，口渴 B.恶寒无汗 C.咽喉干燥，鼻燥

D.头痛身热 E.干咳无痰，气逆而喘

16.下列药物为麦门冬汤组成部分的是（ ）

A.人参、生姜、甘草、大枣 B.人参、干姜、甘草、大枣

C.人参、生姜、甘草、粳米 D.人参、干姜、甘草、粳米

E.人参、大枣、甘草、粳来

17.清燥救肺汤与桑杏汤方中共有的药物是（ ）

A.杏仁、桑叶 B.桔梗、枳壳 C.沙参、麦冬

D.杏仁、桔梗 E.杏仁、枇杷叶

18.增液汤主治津亏便秘证，用量宜（ ）

A.轻用 B.重用 C.适中

D.视病情而定 E.可轻、可重

19.外感凉燥，治宜选用（ ）

A.杏苏散 B.桑杏汤 C.清燥救肺汤

D.麦门冬汤 E.香苏散

20.外感温燥，肺津受灼之轻证，治宜选用（ ）

A.杏苏散 B.桑杏汤 C.清燥救肺汤

D.麦门冬汤 E.桑菊饮

21.温燥伤肺，气阴两伤证，治宜选用

A.杏苏散 B.养阴清肺汤 C.清燥救肺汤

D.麦门冬汤 E百合固金汤

二、B1 型题

A.杏苏散 B.桑杏汤 C.清燥救肺汤

D.麦门冬汤 E.桑菊饮

1.主治凉燥的代表方是（ ）

2.主治温燥伤肺轻证的常用方是（ ）

A.风热袭表证 B.外感风寒证 C.外感凉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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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虚热肺痿 E.温燥伤肺，气阴两伤证

3.杏苏散主治（ ）

4.清燥救肺汤主治（ ）

A.石膏 B.桑叶 C.生地

D.玄参 E麦冬

5.清燥救肺汤的君药是（ ）

6.养阴清肺汤的君药是（ ）

三、X 型题

1.杏苏散组成中含有的药物是（ ）

A.前胡 B.桑叶 C.桔梗

D.枳壳 E.柴胡

2.桑杏汤组成中含有的药物是（ ）

A.陈皮 B.半夏 C.贝母

D.栀子 E.桑叶

3.麦门冬汤组成中含有的药物是（ ）

A.陈皮 B.半夏 C.人参

D.甘草 E.生姜

4.清燥救肺汤组成中含有的药物是（ ）

A.桑叶 B.石膏 C.人参

D.阿胶 E杏仁

5.百合固金汤组成中含有的药物是（ ）

A.麦冬 B.半夏 C.玄参

D.芍药 E.当归

6.增液汤的辨证要点有（ ）

A.便秘 B.口渴 C.口不渴

D.舌质淡 E.脉细数或沉而无力

7.麦门冬汤主治病证包括（ ）

A.肺热咳嗽 B.虚热肺痿 C.肝阴不足

D.胃阴不足 E.肝肾不足

参考答案

一、A1 型题

1.A.清燥救肺汤中重用桑叶，质轻性寒，清透肺中燥热之邪，故为君药。

2.E.此为白喉，属阴虚燥热证。治宜养阴清肺，解毒利咽。故方选养阴清肺汤。

3.D.此为虚热肺痿，治宜清养肺胃、降逆下气，故方选麦门冬汤。

4.B.此为温燥伤肺，气阴两伤证。治宜清燥润肺、养阴益气，故方选清燥救肺汤。

5.C.“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是治疗外感凉燥证的立法依据，故方选杏苏散。

6.D.杏苏散由清宣凉燥的苏叶，化痰止咳的杏仁、前胡、半夏、陈皮、茯苓、桔梗等组成。故以清宣凉燥，理肺化

痰为其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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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清燥救肺汤功能清燥润肺，养阴益气。故其病机乃温燥伤肺，气阴两伤。

8.E.方中桑叶质轻性寒，清透肺中燥热之邪，且为君药，用量最大。

9.B.麦门冬汤由麦冬、半夏、人参、甘草、粳米、大枣组成；炙甘草汤由炙甘草、生姜、人参、生地黄、桂枝、阿

胶、麦冬、麻仁、大枣组成；旋覆代赭汤由旋覆花、人参、生姜、代赭石、甘草、半夏、大枣组成。三方药物组成

中均有大枣、甘草、人参，故选之。

10.C.治疗外感温燥，治宜清宣温燥，润肺止咳，故方宜首选桑杏汤。

11.B.增液汤由玄参、麦冬、生地组成。

12.D.清燥救肺汤由桑叶、石膏、人参、甘草、麻仁、阿胶、麦冬、杏仁、枇杷叶组成。

13.E.增液汤由养阴之玄参、麦冬、生地组成，故有增液润燥之功。

14.D.此为外感凉燥证，故首选杏苏散。

15.B.清燥救肺汤主治温燥伤肺，气阴两伤证。症见头痛身热，干咳无痰，气逆而喘，咽喉干燥，口渴鼻燥，胸膈满

闷，舌干少苔，脉虚大而数，并无恶寒无汗症。

16.E.麦门冬汤组成中不含姜，宜选人参、大枣、甘草、粳米。

17.A.清燥救肺汤由桑叶、石膏、人参、甘草、麻仁、阿胶、麦冬、杏仁、枇杷叶组成；桑

杏汤由桑叶、杏仁、沙参、象贝、香豉、栀子、梨皮组成。两方组成均有杏仁、桑叶。

18.B.增液汤组方咸寒苦甘同用，旨在增水行舟，非属攻下，欲使其通便，必须重用。

19.A.杏苏散功能清宣凉燥、理肺化痰，主治外感凉燥，故选之。

20.B.桑杏汤功能清宣温燥、润肺止咳，主治外感温燥，故选之。

21.C.治宜清燥润肺、养阴益气，故方选清燥救肺汤。

二、B1 型题

1.A.杏苏散功能清宣凉燥、理肺化痰，为治疗外感凉燥证的代表方。

2.B.桑杏汤功能清宣温燥、润肺止咳，为治疗温燥伤肺轻证的常用方。

3.C.杏苏散具有轻宣凉燥、理肺化痰功用，主治外感凉燥。

4.E.清燥救肺汤具有清燥润肺、养阴益气功用，主洽温燥伤肺。

5.B.清燥救肺汤重用桑叶质轻性寒，清透肺中燥热之邪，故为君药。

6.C.养阴清肺汤主治白喉，具有养阴清肺、解毒利咽功用，方中重用生地黄养阴清热为君。

三、X 型题

1.ACD.杏苏散的组成是苏叶、杏仁、半夏、茯苓、橘皮、前胡、桔梗、枳壳、甘草、生姜、大枣。

2.CDE.桑杏汤的组成是桑叶、杏仁、沙参、贝母、香豉、栀子、梨皮。

3.BCD.麦门冬汤的组成是麦门冬、半夏、人参、甘草、粳米、大枣。

4.ABCDE.清燥救肺汤的组成是桑叶、石膏、人参、甘草、胡麻仁、阿胶、麦门冬、杏仁、枇杷叶。

5.ACDE.百合固金汤的组成是百合、熟地、生地、当归、白芍、甘草、桔梗、玄参、贝母、麦冬。

6.ABE.增液汤临床应用以便秘，口渴，舌干红，脉细数或沉而无力为辨证要点。

7.BD.麦门冬汤的主治病证有二：一为虚热肺痿，二为胃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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