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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今本《黃帝內經》的認識，下列文獻史的敘述何者錯誤？ 

七篇大論直到唐朝才補入《素問》當中 

據研究《黃帝內經》的內容最晚完成部分在東漢，有個別篇章甚至是魏晉時代的作品 

今本《靈樞》是依北宋史崧的家藏舊本《靈樞》重新整理而成 

《黃帝內經》之名，最早出現於《漢書‧藝文志》當中 

2 下列何者並非宋代官方醫書校正專門機構曾經校刊過的歷代典籍？ 

《素問》 《千金要方》 《難經》 《太素》 

3 下列有關錢乙兒科學術思想的敘述，何者錯誤？ 

小兒生理上「成而未全、全而未壯」 小兒病理上「易虛易實、易熱易燥」 

主張治療上以柔潤為原則 從五臟辨證論治 

4 有關明朝的針灸學發展情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徐鳳編撰《針灸大全》，內容特色以歌賦輯錄針灸學基本理論及治病經驗為主 

汪機撰《針灸問對》，全書大量引用《內經》、《難經》中有關針灸的論述，設為問答進行闡發 

高武撰《針灸聚英》，並鑄男、女及童子銅人各一座，作為定位標準，為私人鑄造流傳於世之

銅人教具 

楊繼洲編撰《針灸大成》，除了精於針灸，亦強調治病當針藥配合並施 

5 請以成書年代先後順序排列下列書籍：①《新修本草》 ②《本草經集注》 ③《本草綱目拾遺》 

④《圖經本草》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③  ②①③④  ②①④③  

6 下列醫家之著作或其論述之敘述何者正確？ 

《臨證指南醫案》為葉香巖撰寫而成的 《溫病條辨》為吳又可撰寫而成的 

薛生白認為濕熱病，乃病在脾胃 葉天士提出「到氣方可透熱轉氣」的辨證綱領 

7 關於下列醫家的論述，何者正確？ 

張元素，是革新派之一，首倡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張元素，河間人，故稱河間學派，發展臟腑辨證，著《珍珠囊》，藥物講歸經及引經 

劉完素亦力主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說，以為今人體格薄弱，仲景之方宜於古而不於今 

朱丹溪主張降心火、益腎水，多用涼劑，稱為「寒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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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近代醫家與其傷寒論相關之著作的配對何者正確？ 

余無言－《傷寒論今釋》 陸淵雷－《傷寒論新義》 

唐容川－《六經方證中西通解》 惲鐵樵－《傷寒論評釋》 

9 依據《難經‧四十二難》的敘述，「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係指何臟？ 

肝 三焦 脾 腎 

10 《難經》中強調上工治未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這是根據五行中的

那個概念？ 

相生 相乘 相侮 相當 

11 「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的治療方法，合乎陰陽學說中之何種作用？ 

陰陽之對立制約 陰陽之互根 陰陽之轉化 陰陽之消長 

12 40 歲王姓婦女，10 年前因夫妻不和爭吵後，出現劇烈頭痛，面紅目赤，煩躁易怒，口苦，便秘，

尿黃熱，測量血壓為 190/110 mmHg，醫院診斷為高血壓而斷續服藥至今。近 1 年來頭暈頭痛反覆

發作，頭重腳輕，五心煩熱，口乾咽燥，心悸，睡眠不安多夢。舌紅苔薄黃，脈弦細數，血壓

160/100 mmHg。依據陰陽消長理論分析，王姓婦女目前病症的陰陽變化為何？ 

陽消而陰長 陰消而陽長 陰長而陽消 陽長而陰消 

13 依據《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述，當男子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時約出現在下列何種年齡？ 

 40 歲  48 歲  56 歲  64 歲 

14 依《素問‧上古天真論》，男性幾歲的時候天癸竭，精少？ 

 48 歲  56 歲  64 歲  72 歲 

15 依《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於四季養生時，依虛者補其母的原理，春季進補對下列何證患者最有

助益？ 

心陽虛 脾陽虛 肝陰虛 腎陰虛 

16 關於津液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氣化入於膀胱的濁液稱為尿液  

腎可在臟腑通過代謝後的津液中汲取其精微物質，返流於全身，防止精微物質的流失 

津液輸布與肝脾腎三臟最有關 

津液升降出入輸布於全身的通道是三焦 

17 關於氣的生理功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氣的推動作用，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矣 

氣對臟腑、經絡、皮膚、筋骨等組織器官和血、津液具有溫煦的作用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汗液、胃液、腸液屬於津液的領域，與氣的生理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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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於氣與血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臨床上血虛的病人，較少合併氣虛 

氣與血，兩相維附，氣不得血則散而無統，血不得氣則凝而不流 

氣能生血，氣旺則化生血的功能強，氣虛則化生血的功能弱 

治療血虛病人，補氣藥與補血藥常配合使用，療效較好 

19 下列有關中醫藏象學說的敘述何者正確？ 

津液之府為大腸 中瀆之府為小腸 清淨之府為胃 中精之府為膽 

20 據內經對藏象之論述，能「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合」的是下列何者的作用？ 

經脈 營氣 志意 衛氣 

21 依《難經》之敘述，人在六氣中的陽明，外界氣候變化是轉溫，人體的陰陽消長是陽氣成長，其

旺脈是屬於下類何種？ 

浮大而短 緊細而微 乍大乍小 洪大而長 

22 根據中醫藏象學說，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心主血脈，心臟搏動能輸送血液，所以心主要的功能是統血 

肺主宣發，肺能將氣向外送到體表，所以與衛氣密切相關 

腎主封藏，故《黃帝內經》有言：人動則血運諸經，人臥則血歸於腎 

肝主疏泄，係指肝臟負責推動血循以加強解毒作用 

23 小李想向女同學告白表示愛意，事先已私下預演多次，可是臨場時腦中突然一片空白，舌頭打結地

說不出話來。根據中醫藏象與氣血津液學說，造成臨場腦中空白、講話結巴的中醫生理機轉，下列

何者最正確？ 

心氣滯 脾氣虛 肝氣虛 腎氣虛 

24 《靈樞‧海論》中關於人體四海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膻中為宗氣所積，故為氣海 

心主血脈，為血氣所匯，故為血海 

肺主一身之氣，為百脈所朝，故為十二經之海 

衝脈為經脈之海，其氣衝灌腦髓，以司神明，故為髓海 

25 依《難經》五臟七神之敘述，下列配對何者錯誤？ 

肝藏魂 肺藏魄 心藏神 腎藏智 

26 下列何者為心的主要藏象生理功能？ 

司呼吸 主神明 統血 藏血 

27 依《素問‧五臟生成篇》所述「痹厥」之發生，是下列何者功能失常所致？ 

血 精 氣 津液 

28 房屋仲介許先生平日工作繁忙，飲食不定時，日前發現右側足緩不收，脛骨區的肌肉萎縮，今日

突然失音不語，依《靈樞‧經脈》所記載，可取下列何經脈之別出的絡穴治療？ 

光明 列缺 公孫 豐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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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據《靈樞‧經脈》所述，「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為下列何者之病候？ 

手太陰之別 足太陰之別 足陽明之別 手少陰之別 

30 依據《靈樞‧經脈》篇，十二經脈之別絡及所屬絡穴之配對，下列何者正確？ 

足少陰－大鐘 足厥陰－行間 手陽明－列缺 足太陽－崑崙 

31 依據《靈樞‧經脈》的描述，手少陰心經有問題時最會出現下列那些臨床表現？ 

咽痛，頸前方腫，不可以回頭，肩膀和上臂好像被拔折似的不舒服 

肺脹滿，喘咳，缺盆中痛 

嗌乾，心痛，渴而想喝水 

舌根強硬，吃東西會嘔吐，胃脘處疼痛，腹脹，容易噯氣 

32 依據《靈樞‧九針十二原》對俞穴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所出為滎 所溜為俞 所注為經 所入為合 

33 依據《素問‧診要經終論》記載，「舌卷卵上縮」是下列那一經的經氣終竭見症？ 

太陰 少陰 厥陰 少陽 

34 依據《靈樞‧營氣》的描述，有關營氣循行次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 足陽明胃經→手厥陰心包經 

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 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 

35 患者鼠蹊部濕疹，根據《素問‧皮部論》經脈皮部之分部原理，與那一條經絡之關係最密切？ 

手太陰肺經 足厥陰肝經 足少陽膽經 足太陽膀胱經 

36 《靈樞‧根結》記載了六陽經的根、溜、注、入之理論，與五輸穴關係十分密切。關於此理論之特

色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溜即五輸穴之滎穴   注多是五輸穴之原穴  

根即五輸穴之合穴   入之在下者是各經之絡穴 

37 依《靈樞‧大惑論》所述，衛氣運行於陽經而不得入於陰，因而不得瞑，下列何者是其從陽經入

陰經的橋樑？ 

陽維脈 陽蹻脈 衝脈 督脈 

38 依據《靈樞‧經脈》所記載，下列有關絡脈的敘述何者正確？ 

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 諸刺絡脈者，必刺其關上 

諸絡脈必行大節之間  絡脈之虛實以氣口知之 

39 依據《靈樞‧動輸》記載，足少陰經脈因下列何者而獨動不休？ 

督脈 衝脈 足太陽膀胱經 足少陽膽經 

40 依據《靈樞‧經脈》所述，下列何經脈之循行未入耳中？ 

腎足少陰之脈 小腸手太陽之脈 三焦手少陽之脈  膽足少陽之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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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據《靈樞‧經脈》所述，關於脾經循行與相關病候下列何者錯誤？ 

起於大趾之端，循趾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 

其支者，復從脾，別上膈、注心中 

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 

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趾不用 

42 依據《靈樞‧經脈》所述，脊痛、腰似折為下列何經脈之病候？ 

胃足陽明之脈 膽足少陽之脈 膀胱足太陽之脈 腎足少陰之脈 

43 小威因為最近膽囊結石而產生疼痛的症狀，臨床醫師幫他針刺足少陽膽經的日月穴後，突然感覺從

針刺部位有氣感流向臍腹部。從經脈交會的角度來評估，這種氣感最可能隸屬下列那一條經絡？ 

足太陰脾經 足陽明胃經 足厥陰肝經 足太陽膀胱經 

44 小寶打籃球爭搶時扭傷，左腳外踝部腫脹疼痛延伸至小腿外側。從部位來看，此病症應該與下列

那條經絡最有關？ 

足陽明胃經 足厥陰肝經 足太陽膀胱經 足少陽膽經 

45 某 50 歲男性患者長期勞累，最近出現右下肢內踝上 4 寸，沿腓腸肌內側緣上行至膝內側緣常常感到

疼痛，經神經學檢查並無其它明顯病變。醫師依據《靈樞‧經脈篇》中經脈循行辨證，宜以下列何

經治療之？ 

足太陰經 足少陰經 足陽明經 足厥陰經 

46 中醫有「頭為諸陽之會」之說法，臨床上欲取列缺、湧泉治療頭面疾患，主要是基於下列何者的溝

通和聯繫？ 

經脈 絡脈 經筋 經別 

47 關於五藏卒痛的病因病機，下列何者最正確？ 

因濕氣入經   氣血運行稽遲，泣而不行 

邪氣客於脈外則氣急  邪氣客於脈中則衄血 

48 關於六淫中的暑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暑邪易耗氣傷津   暑性乾澀  

暑邪性質趨下   暑為陽邪，易損傷陽氣 

49 依《素問‧調經論篇》，下列有關外感和內傷之敘述，何者錯誤？ 

寒飲食入胃，使肺胃受損，陽氣傷則血行澀滯而氣血不足，故為虛證 

怒則氣上，陰氣虛於下，故為虛症 

風雨寒濕傷人體表，使營衛氣不足於肌膚而為虛 

風雨寒濕傷人體表，與氣血并於分腠而為實 

50 阿亮與阿光至奇萊山登山露營，恰逢山上風雪交加，起床後，阿光整個右臉感到疼痛如針刺，阿亮

則雙腳覺得異常冰冷，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最正確？ 

阿光及阿亮的症狀可能是因為臥出而吹風所引發的 

阿光的症狀可能是因為氣血凝滯於「皮膚」，而為「麻」 

阿亮的症狀可能是因為氣血凝滯於「足」，而為「痹」 

阿亮的症狀可能是因為氣血凝滯於「脈」，而為「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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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所述「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其病機與濕邪的那個特性無關？ 

濕性重濁   濕性凝滯  

濕性趨下，易襲陰位  濕為陰邪，阻遏氣機，易損傷陽氣 

52 下列有關胃腑病機的敘述，正確的有幾項？①胃寒則腐熟水榖功能減退，而致納呆食少 ②胃熱則

腐熟水榖功能亢進，出現胃中嘈雜 ③胃陰虛則腐熟水榖功能衰退，可見不思飲食 ④胃氣虛則腐

熟水榖功能減退，而致納呆食少 

 1  2  3   4 

53 氣虛導致血溢脈外之病理變化符合下列那一種病機？ 

氣滯血  氣不攝血 氣隨血脫 氣血兩燔 

54 根據《素問‧調經論》對病因之分類，其中「生於陽者」，下列病因何者正確？ 

飲食 居處 喜怒 寒暑 

55 依《素問‧熱論》，傷寒傳巨陽經脈出現之症狀為何？ 

頭項痛 胸脇痛而耳聾 腹滿而嗌乾 煩滿而囊縮 

56 依《素問‧舉痛論》所記載，很多的疾病都是由於氣機失調而產生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情志喜樂，便使氣機弛緩 天氣炎熱，易使陽氣外泄 

勞倦過甚，容易志氣消沉 思慮過度，容易氣結不舒 

57 《素問‧調經論》對於有餘與不足之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神有餘則笑不休 氣有餘則喘咳上氣 形有餘則腹脹 血有餘則飱泄 

58 依《素問‧舉痛論》，下列會明顯造成氣的消耗有幾項？①炅 ②怒 ③悲 ④勞 

 1  2  3   4 

59 王先生應酬返家後出現嚴重嘔吐酸水、腹瀉且伴有裏急後重的症狀，依《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記載

病機分析，下列何者最正確？ 

病性屬於濕 病性屬於虛 病性屬於寒 病性屬於熱 

60 患者外感寒邪，發熱多日，食欲差，身體消瘦，脈弦強，下列何者錯誤？ 

脈弦強表示邪氣亢盛  患者脈與證不符 

若食欲增加，病情將好轉 可用瀉法治療 

61 有關於「水腫」之病因病機論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榖并行腸胃之中，別於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

為水脹 

腎汗出逢於風，內入於臟腑，外越於皮膚，行於皮外，傳為胕腫 

水病本在於脾，末在於肺，皆積水也 

心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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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張先生於元旦騎車上合歡山跨年，出現全身關節僵硬、肌肉緊繃現象，有關其病因之敘述下列何者

最正確？ 

寒傷陽氣 風善行而數變 濕性黏滯 寒則氣收 

63 《素問‧熱論》所載之兩感於寒，為兩條經絡受病邪侵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邪盛正虛之表現 太陽陽明俱病 陽明太陰俱病 病情較重 

64 臨床上病患出現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口乾苦，目下腫，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不能仰臥。

依《素問‧評熱病論篇》所記載，下列何者正確？ 

也會出現煩而不能解大便的問題 為更年期問題 

為風水   為針刺後，較好的預後變化 

65 根據《素問‧奇病論》，下列何者並非引起「消渴」的病機？ 

五味入口，藏於胃，肝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肺，故令人口甘 

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者 

多食肥者令人內熱 

多食甘者令人中滿 

66 有關《素問‧舉痛論》之病機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拒按之病機為寒熱相搏，留而不行，則邪實於經，故脈滿而痛，不可按之 

喜按之病機為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按之則血氣散 

按之對痛無太大影響之病機為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于內藏 

按之痛止之病機為按之則寒氣至，血氣停滯而痛止 

67 風者，善行而數變，風之傷人也，其病各異，若身體受風邪侵犯後，轉為寒化，而非化熱，會出現

下列何種症狀？ 

飲食減少 鼻柱壞 目黃 癰 

68 病人表現為烘熱、盜汗、五心煩熱、口乾舌燥、脈細數，應屬下列何證？ 

陽虛 陰虛 陰陽俱衰 陰盛 

69 炎炎夏日，在冷氣房中吃冰涼西瓜引發咳嗽，日久不癒，關於其病機之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時值夏日，心先受邪，傳之與肺 冷氣為寒邪，由皮毛入肺 

寒飲食入胃，循肺脈上入於肺中 屬內外合邪所致之咳嗽 

70 對於脹的症狀表現，依《靈樞‧脹論》所描述，在五臟六腑的表現，下列何者正確？ 

大腸脹的症狀，臨床上會出現少腹脹，引及腰部作痛 

五臟會有脹的症狀表現，六腑不會有脹的症狀表現 

腎脹的症狀，臨床上會出現腹中脹滿，牽引背部不舒 

肺脹的症狀，臨床上會出現鼻中嗅到焦的氣味而妨礙飲食 

71 45 歲女性在會計事務所上班，長期加班，一月底外感咳嗽持續未癒，至五月底報稅完後，咽燥口渴，咳而哮

鳴聲，唾涎沫不止，脈細數，有關其病名及病機之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肺痿 懸飲 寒飲在胃 寒飲在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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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依《靈樞‧癰疽》，關於「癰」與「疽」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癰易下陷肌膚 疽不傷五臟 癰不傷骨髓 疽之皮薄而澤 

73 50 歲男性夏天喝冷飲且大啖西瓜後，出門時遇及時雷陣雨，淋雨之後隔日吃不下，嘔吐胃痛，無腹

瀉，背脊重痛，有關其病機診斷之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寒濕困脾 痹客於六府 痹客於脾 濕阻三焦 

74 在《素問‧痹論》有關營氣與衛氣之功能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衛者，其氣慓疾滑利，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 

營者，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入於脈也 

營者，水穀之精氣，循脈上下，而貫五藏六府 

衛者，入於十二經脈內，熏於肓膜，散於胸腹 

75 80 歲老先生，三個月前因急性心肌梗塞做完心導管放支架，自此之後動則汗易出。某日汗出遇風後，

骨節疼痛，惡風，面目及足皆水腫，有關其診斷之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風水 皮水 腎水 心水 

76 根據《素問‧靈蘭秘典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脾胃者倉廩之官 腎者受盛之官 膀胱者州都之官 三焦者決瀆之官 

77 根據《內經》關於環境病因侵入人體組織之順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皮膚→腠理→絡脈→經 皮膚→絡脈→經→腠理 

絡脈→皮膚→腠理→經 絡脈→經→皮膚→腠理 

78 據《難經》所論五臟之積，若病狀：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則為何臟之積？ 

肺 脾 心 肝 

79 蔡先生因為操勞過度，睡眠少，導致氣逆昏厥之病症，最可能為下列何病症？ 

大厥 薄厥 煎厥 尸厥 

80 關於「積聚」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諸無形而留止不定者為「積」，諸有形而堅著不移者為「聚」 

有形者為「瘕」，無形者為「癥」 

有腸覃者，寒氣客於腸外，月事不以時下 

有石瘕生於胞中，因寒氣客於子門，惡血留止，狀如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