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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現存最早中醫外科專著為下列何書？

《衛濟寶書》 《赤水玄珠》 《世醫得效方》 《劉涓子鬼遺方》

2 夏季天氣炎熱又多雨，小明覺天熱而貪食冰涼西瓜出現身體不適，有關其可能出現的症狀及病因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暑為熱邪，多挾濕邪，使身熱不揚、汗出不暢 濕客於腹中，使人氣機收引則腹痛甚

多食瓜果，濕從內傷，易生腹瀉 濕性重濁，易使人頭重如裹、肢體沉重

3 北宋熙寧年間，醫學教育隨學校制度一起進行改革，下列關於當時醫學教育之敘述何者錯誤？

醫學教育屬太醫局掌管，醫學設九科，每科有教授一人

學生學習專業為方脈、針科和瘍科，包含十三門科目，有共同必修課，也依照各專業特點加習不同課

考試每月一次私試、每年一次公試，評定成績分「優、平、否」等第，並作為升等與否的憑據

對醫學生醫療水平的考察注重醫學理論的評定，缺乏臨床實踐的考核

4 《存真圖》（又名《存真環中圖》）為中國醫學史上一部重要的人體解剖著作，下列作者何者正確？

朱肱 楊介 烟蘿子 歐希範

5 下列何書因殘缺不全，校正醫書局未能整理。數年後高麗國使者攜帶此書，欲與朝廷換取《冊府元龜》

與《資治通鑑》等典籍？

《張仲景方》十五卷 《黃帝鍼經》九卷

《小品方》十二卷 《黃帝明堂經》三卷

6 金元四大家中，下列何者認為中風的原因主要生於「痰」？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東垣 朱丹溪

7 下列有關肺的臟腑病機敘述，何者正確？

肺失肅降病機為肺氣鬱閉，上逆喘咳氣急，以致出現呼吸變異、喘咳痰嗽、咳血等病理現象

肺氣不宣的病機為肺輔佐肝臟治理調理全身的氣血運行失常，肺主氣，肝藏血，以致肝肺同病，血

行異常

肺失治節，病機為營衛失調，運行之氣機受阻，影響肺氣宣降與津液敷布

肺為嬌臟，外邪容易侵犯肺衛，病機為無法通調水道，肺氣宣發受阻，三焦不利，易受風寒及風熱

侵入皮表

8 下列清代醫家與其事蹟之配對何者錯誤？

張璐善脈診、並潛心研究《傷寒論》，著有《張氏醫通》

吳儀洛善方藥，認為《本草備要》、《醫方集解》皆有不足之處，分別另著《本草思辨》與《成方切用》

祈坤善外科，認為過往外科專著良莠不齊、博寡不一，故另著有《外科大成》

趙學敏性好博覽，重視民間醫療經驗，編著《串雅》

9 西方醫學在臺灣是與教會醫療密不可分的，西元 1865 年臺灣開始有西方醫療醫館。下列何者為臺灣

最古老的西式「醫學院」？

打狗慕德醫學校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中山醫學院 滬尾偕醫館

10 下列那一單位於 1931 年 3 月 17 日成立，其組織章程明定該單位以採用科學方式整理中國醫藥、改善

療病及製藥方法為宗旨？

中央研究院 中醫藥委員會 中央國醫館 中國醫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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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素問．宣明五氣篇》之內容，關於五勞所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久臥傷血 久坐傷肉 久立傷筋 久行傷骨

12 依《素問．金匱真言論》陰陽對應那些選項皆正確？①外為陰 ②背為陽 ③臟為陰 ④六腑為陽 

⑤陽中之陽膽也 ⑥陰中之陰腎也 ⑦陰中之至陰脾也

①②④⑤⑥ ①③④⑤⑦ ②③④⑥⑦ ②③⑤⑥⑦

13 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

主之前。「行少陰心主之前」是指手太陰肺經在手臂上與其他陰經的排列為何？

手太陰，手少陰，手厥陰 手太陰，手厥陰，手少陰

手厥陰，手少陰，手太陰 手少陰，手太陰，手厥陰

14 陰陽轉化為三陰三陽，其循經發病可傳變至臟腑，依《素問．陰陽別論》中有關三陰三陽經脈病變的

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二陽之病發心脾，此二陽是指胃與大腸 二陽之病，……，女子不月

一陽發病，腹脹、心悶、善太息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

15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此《內經》言陰陽六氣

標本之依據，下列何者最適宜？

六元氣為標、三陰三陽為本 六元氣為本、三陰三陽為標

六元氣為本、三陰三陽從標從本，從乎中 六元氣為標、三陰三陽不從標本，從乎中

16 患者表現為高熱、汗出、煩躁、面赤、脈數，應屬下列何證？

陽虛 陰平陽秘 陽盛 陰盛

17 依據中醫基本理論的內容，下列何者是血和津液的生理功能？

推動作用 溫煦作用 濡養作用 固攝作用

18 60 歲婦人冬天至冰島，為了一睹極光而熬夜守候，回國後久咳，咳則漏尿，至春天時足無力肢冷，依

《內經》其違反的四時攝生法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

冬三月，早臥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溫，無泄五臟，使肺氣清，逆之則傷肺

冬三月，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生，去寒就溫，逆之則傷肺，春為痿厥

逆冬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

19 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關陰陽的生理病理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寒極生寒，熱極生熱 清陽入腎精，濁陰走經脈

氣味之中，辛甘發散為陰 濁氣在上，則生瞋脹

20 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關陰陽相對之生理病理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腑 味傷形，氣傷精，精傷氣，氣傷於味

陰勝則身熱，腠理閉 味厚者為陽，薄者陽之陰

21 《靈樞．決氣》提到「黃帝曰：六氣有，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

本文敘述中的六氣不足所產生的症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精脫者，目不明 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

氣脫者，腠理開，汗大泄 津脫者，色白，夭然不澤

22 依據《靈樞．本神》，關於情志失調所引起的病證與五臟虛實病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脾，憂愁不解傷意，恐懼，四肢不舉 肝，氣虛則憂，實則怒

腎，氣虛則厥，實則脹 肺，喜樂無極傷魄，喜忘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

23 《靈樞．決氣》中提到關於「精、氣、津、液、血、脈」等「六名」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

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脈

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液

中焦受氣，取汁，化生為氣

24 依《靈樞．海論》所述，血海不足者最可能有下列那些臨床表現？

氣少不足以言 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飢不受穀食 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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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身體組織有賴於氣血之供養及調節，依據《素問．五臟生成篇》所述，下列何者錯誤？

諸脈者皆屬於目 諸筋者皆屬於節

血凝於脈則泣 氣凝於足者則痹

26 張同學在清晨天亮時醒來，依《靈樞．衛氣行》敘述，下列何者為衛氣晝間之運行起點？

腎 脾 肝 目

27 吳女士在外受風邪、腠理開疏之時，又喝了一杯熱可可，隨即發生面部多汗情況。依《靈樞．營衛生

會》中敘述，這屬於下列何種病症？

偏汗 漏泄 黃汗 盜汗

28 五歲王小妹反覆腹瀉 3 個月，時瀉時止。每日大便三四行，水樣便，納差，小便黃少，形體日漸消瘦，

面色痿黃，神疲乏力，腹脹，肛門灼熱，舌淡苔薄黃少津。病患主要病在何臟腑？

大腸與腎 小腸與腎 大腸與脾 小腸與脾

29 承上題，王小妹近日所出現水樣便，小便黃少，形體消瘦、神疲乏力等症狀發生之理論依據，依序分

別為何？

大腸主液、小腸主津、腎主水 小腸主津、小腸泌別清濁、腎主水

大腸主液、小腸泌別清濁、脾主運化 小腸泌別清濁、小腸主液、脾主運化

30 42 歲女性，常輪大夜班，近日工作過度疲累，自述講話常會口吃或咬到舌頭。依據《靈樞．脈度》內

容，這個狀況和下列那一個臟腑較相關？

肝 心 脾 腎

31 依據《素問．脈要精微論》之內容，「血府」是下列何者？

心 脾 肺 脈

32 《醫宗必讀．腎為先天脾為後天論》所述：「胃氣一敗，百藥難施」，這是與脾的那一項功能相關？

脾主升清 脾主運化 脾主統血 脾主肌肉

33 臨床上常見，患者飲食過量或過飽後，造成胃悶脹、脹氣。這與下列那一個選項較相關？

《靈樞．師傳》：「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

《素問．痹論》：「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清氣在下，則生飧泄」

《靈樞．移精變氣論》：「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34 依《素問．六節藏象論》所述：「凡十一臟取決於膽」，是指其他臟腑的功能會受膽的那一項功能影響？

膽主勇怯 膽主決斷 膽主升發 膽主疏泄

35 依《靈樞．經筋》，手心主之筋起始處為何？

大指 次指 中指 小指

36 經脈的是動所生病中，提到精神狀態的疾病，如「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及「聞木聲則惕然而驚」。

依《靈樞．經脈》所述，這兩條經脈分別依次為何經？

手少陰心經，手陽明大腸經 足少陰腎經，足陽明胃經

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 足厥陰肝經，手少陰心經

37 小便是人體重要的排泄物。當小便的顏色改變時，即可用來推測疾病的狀態。依《靈樞．經脈》所述，

下列經脈引起的小便顏色改變何者正確？

腎足少陰之脈，腸澼，溺色褐；膀胱足太陽之脈，目似脫，腰似折，溺色變

小腸手太陽之脈，頰腫溺色黃；膀胱足太陽之脈，痔，淚出，溺色變

大腸手陽明之脈，虛則溺色變；脾足太陰之脈，得後與氣，則溺色黃

胃足陽明之脈，有餘於胃，則溺色黃；肺手太陰之脈，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

38 依據《靈樞．經脈》和《靈樞．經筋》之內容，經脈與經筋的疾病所造成眼部症狀的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經脈的眼睛症狀有的是以眼睛的結構變化為主，如口目為僻；經筋的眼睛症狀以眼白的顏色為主

經脈的眼睛症狀以眼睛的顏色為主；經筋的眼睛症狀以眼睛能否開合為主

經脈的眼睛症狀有的是以眼睛的目內眦痛為主；經筋的眼睛症狀有的會口眼歪斜

經脈氣絕的眼睛症狀是以目運，白目上翻為主；經筋的眼睛症狀有的要閉眼很久才可以睜眼看見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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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靈樞．經脈》，關於十五別絡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 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踝六寸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踝七寸 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

40 關於《難經．二十八難》督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督脈起於下極之俞 並於脊裡

上至風池 入屬於腦

41 關於肝足厥陰之脈的循行，起於大趾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過陰器，抵小腹，挾下列那一

臟（腑）？

脾 胃 小腸 大腸

42 依《靈樞．經脈》，如果出現是動病所發生的病變是耳聾渾渾焞焞，喉嚨腫痛而閉塞等。與下列何經

脈最有關係？

足少陽膽經 足太陽膀胱經 手少陽三焦經 手陽明大腸經

43 《難經．二十四難》內容中關於經脈氣絕的證候，「陰陽相離，則腠理泄，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

不流，即氣先死」，是為下列何者？

手三陰氣俱絕 手三陽氣俱絕 六陽氣俱絕 六陰氣俱絕

44 《難經．七十九難》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之，子母迎隨的法則，虛則補其

母，實則瀉其子，若三焦經有虛，取下列何者最適宜？

中渚 天井 外關 支溝

45 臨床上常見因為情緒壓力所引起之兩側頭角處頭痛症狀，從部位來看，應與下列那條經絡最相關？

手太陰肺經 足太陽膀胱經 足少陰腎經 足少陽膽經

46 楊玄操註〈二十八難〉曰：「人之生養之本」，意指下列何經？

任脈 督脈 衝脈 帶脈

47 依據《奇經八脈考》，陽蹻為下列何經之別脈？

足少陽 足太陽 足陽明 足少陰

48 依《靈樞．經脈》內容，下列那一條經脈循行沒有經過「目」？

手少陰心經 足厥陰肝經 手太陽小腸經 足少陰腎經

49 依《素問．經絡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脈之常色，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

陰絡之色應其經

經脈無常變，而絡脈有常色

陽絡之色變無常

50 依《靈樞．經脈》，有關十五別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 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鍾，其病氣逆則煩悶

手太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厥氣上逆則霍亂

51 依《素問．天元紀大論》之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 神，在天為燥，在地為火

神，在天為濕，在地為土 神，在天為寒，在地為水

52 依《素問．六節藏象論》敘述，凡十一藏取決於下列何者？

心 腎 肝 膽

53 依《靈樞．五變》，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指出人若常患有「寒熱」這種病要注意觀

察身體那個部位？

五臟 顴骨 膕肉 皮膚肌肉

54 《靈樞．百病始生》提到「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留著於脈，稽留

而不去，息而成積」是論述疾病在體內的傳變，傳變後產生的症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絡之時，痛於肌肉 在經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

在伏衝之時，洒淅喜驚 在募原之時，腰脊乃強

55 《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提到病機十九條，其歸納五臟、六氣及上下病位常見證候，下列何者錯誤？

諸風掉眩，皆屬於肝 諸痛癢瘡，皆屬於心

諸濕腫滿，皆屬於腎 諸氣膹鬱，皆屬於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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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提到「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

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為主，適大小為制也。帝曰：請言其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客者攻之 甚者逆之 勞者緩之 損者溫之

57 依《靈樞．五癃津液別》提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

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下列對五臟功能形容的解釋何者最不適當？

肺為之相：肺主治節，能調一身之氣，如一國之宰相

肝為之將：肝主決斷，如一國之將

脾為之衛：脾主肌肉，衛氣溫分肉，肥腠理有衛外功能

腎為之主外：腎精蒸化津液濡潤孔竅，又是衛氣發源地能抵禦外邪而主表

58 依《素問．調經論》之內容，提到「帝曰：血有餘不足奈何？」，下列症狀何者符合「血有餘與不足」？

有餘則腹脹飱瀉；不足則厥 有餘則腹脹，徑溲不利；不足則四肢不用

有餘則喘咳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泣 有餘則怒；不足則恐

59 《素問．調經論》提到「帝曰：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氣血以並，陰陽相傾，氣

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下列氣血運行紊亂產生的症狀何者正確？

血並於陰，氣並於陽，亂而喜忘 血並於上，氣並於下，心煩惋善怒

血並於陽，氣並於陰，故為驚狂 血並於內，氣並於外，乃為炅中

60 依《靈樞．天年》的論述，關於「五藏始定」，「五藏大定」，「五藏皆虛」的年齡，下列何者正確？

十歲，二十歲，九十歲 二十歲，三十歲，百歲

十歲，三十歲，百歲 二十歲，三十歲，九十歲

61 依《難經．五十難》關於五邪區別，以心病為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傷暑得之為實邪 中風得之為虛邪 中溼得之為賊邪 傷寒得之為微邪

62 《素問．異法方宜論》論述在不同地區的多發病也不盡相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東方之域，魚鹽之地，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

西方者，沙石之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其病皆為癰瘍

南方者，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其病攣痹

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故其病多痿厥寒熱

63 依《素問．調經論》，有關風雨傷人的病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傳變為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

風雨之邪與血氣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

虛者聶辟氣不足，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

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

64 依據《靈樞．百病始生》，提到「虛邪中人」的症狀，下列何者錯誤？

在皮膚之時，體重身痛 在絡之時，痛於肌肉

在經之時，洒淅喜驚 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

65 關於經絡病機，下列敘述共幾項正確？①《傷寒論》：「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藏府，外絡於肢節」 ②

《靈樞．經脈》：「足太陰之別，……，厥氣上逆則霍亂」 ③《素問．調經論》：「血之與氣，並走於

下，則為大厥」 ④《難經》：「經言是動者，血也；所生病者，氣也」

 1  2  3  4

66 依《靈樞．癲狂》，論述「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少氣，身漯漯也，言吸吸也」，試問短氣與

少氣的治則分別應為何？

「補足少陰」；「補足少陰，去血絡」 「補足少陰，去血絡」；「補足少陰」

「補手太陰」；「補足少陰，去血絡」 「補足少陰，去血絡」；「補手太陰」

67 28 歲王女士因觀看驚悚片而恐懼，產生「精却」病證。依據《素問．舉痛論》，下列病因病機何者正確？

心系急，上焦不通，榮衛不散 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

氣不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 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

68 依《靈樞．論痛》下列何者不是「勝毒」的特徵？

胃厚 色黑 大骨 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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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依《素問．風論》有關五臟風，多汗惡風的論述，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宜？

肺風之狀，時欬短氣，晝日則差，目則甚，診在眉上

心風之狀，焦絕，善怒嚇，病甚言不可快，診在口

肝風之狀，善悲善怒，嗌乾，時憎女子，診在目下

脾風之狀，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診在肌上

70 根據《素問．痹論》有關五臟受邪痹症的預後，下列敘述何者最適宜？

淫氣遺溺，痹聚在肝 淫氣憂思，痹聚於心

淫氣乏竭，痹聚於腎 淫氣肌絕，痹聚於肺

71 依《難經．十五難》有關夏脈病脈的論述，下列何者最適宜？

如循長竿 如雞舉足 如循雞羽 啄啄連屬

72 根據《難經．十五難》有關冬脈平脈脈象的論述，下列何者最適宜？

脈來上大下兌，如雀之喙 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葉

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 脈來藹如車蓋，按之益大

73 依《素問．熱論》，關於「熱病常常遷延不癒」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容易因為吃了太多肉類而復發

餓時進食過飽亦會使熱病遷延不癒

其病機為病已衰而熱有所藏，與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遷延不癒

久病必虛，治療應多用補法治療

74 關於《素問．舉痛論》之病機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是因寒氣客於少陽之脈

腹痛引陰股，是因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

卒然痛而死不知人，氣復返則生矣，是因寒氣客於六府，陰氣竭而陽氣未入

痛而閉不通，是因熱氣留於大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堅乾不得出

75 依《難經．五十六難》所論，關於五臟之積病名及病位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肺之積曰「息賁」，在右脅下 心之積曰「奔豚」，在臍上，上至心下

肝之積曰「肥氣」，在左脅下 脾之積曰「痞氣」，在胃脘

76 依據《素問．痹論》中有關「痹」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淫氣乏竭，痹聚在腎

淫氣憂思，痹聚在心

腸痹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

肝痹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

77 陳小姐平時易生氣，胸脅脹悶，神智時好時壞。最近因公司業務不順遂導致病情加重，發作時神志不

清，胡言亂語，四肢抽搐，晝夜不眠，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細數。依據《素問．舉痛論》及《靈樞．

口問》，患者病位主要在何臟腑，又是什麼病因所引起？

心脾；內風 心肝；情志 肝脾；情志 脾腎；內風

78 關於《難經．五十七難》將泄瀉的疾病分為五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胃泄則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 大瘕泄則裏急後重，莖中痛

大腸泄則食已窘迫、色白、腸鳴切痛 小腸泄則溲而便膿血、少腹痛

79 依據《素問．熱論》之內容，下列關於外感熱病的敘述何者錯誤？

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

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

傷寒，三日少陽受之，……，故胸脇痛而耳聾

傷寒，三陽經絡皆受其病，入於藏者，故可汗

80 35 歲男性患者，近日工作壓力大，且反覆外感，容易焦慮生氣，胃口不佳而盜汗，近日體重在 2 個月

內減輕 10 公斤，並在左鎖骨上部中間摸到一淋巴結腫塊。依據《靈樞．百病始生》有關其可能致病

病機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寒氣入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故日以成積

厥逆之氣下行而不上，中焦氣衰，血脈凝澀，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日以成積

外中於寒，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而六俞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故成積

寒邪傷於外，則上氣不足而五臟不通，血脈凝澀，不能滲營其經絡，故日以成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