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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黃帝內經》的內容特色，下列何者錯誤？ 

注重精、氣、神對身體的影響 脫離巫術，不用陰陽五行解釋生命現象 

強調整體觀念  重視臟腑經絡 

2 有關北宋時期的醫事制度與相關機構，下列何者錯誤？ 

宋代的法醫檢驗制度十分完善，中央及地方皆有明文法令與人員編制 

宋代已有掌理醫政、醫療與醫學教育的機構 

地方有私人「養濟院」，供四方賓旅與貧病無依之人療養 

宋代的地方藥局稱為「尚藥局」，專司藥物選取買賣 

3 有關宋金元時期醫學界對《傷寒論》的研究概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王好古從陰證入手解析《傷寒論》，打破治外感與治內傷的界限 

成無己運用「以經釋經」的方式，全面逐條注解《傷寒論》 

朱肱著《傷寒總病論》，論述傷寒病機並補充小兒傷寒內容 

許叔微著《注解傷寒百證歌》，補充傷寒方與論 

4 有關明清時期醫學歷史的重要發展，下列「人物－著作－影響」之配對何者錯誤？ 

李時珍編著《本草綱目》，對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藥學的發展都有重大影響 

吳有性著《溫疫論》，本書內容是十七世紀傳染病病因學說的重要創見 

薛己著《內科摘要》，是中國醫學歷史上第一本以「內科」命名的書籍 

《本草品匯精要》是明代唯一由官方編纂的本草專書，由劉文泰等人負責該任務，並流行於明清

兩代 

5 近代中西醫匯通醫家陸淵雷先生曾說：「改造中醫，溝通中西醫，只有中醫做得，西醫卻做不起來」。

當時對於這個論述的相關理解，下列何者最不適切？ 

要溝通中西醫學，先要兼習中西醫學 

當代西醫做不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肯研究中醫 

其論述受惲鐵樵先生影響，為當時進行中西醫學溝通的主要代表人物 

溝通中西醫學的先決關鍵，在於病名的統一 

6 有關聖人的四時陰陽養生之道，依《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所記載，其節令與身體變化影響，下列

何者正確？ 

順春氣，則少陽不生  順冬氣，則腎陰獨沉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春夏養陰，秋冬養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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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陰陽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氣味辛苦發散為陽  陽不勝其陰則五臟氣爭 

味厚者為陽  陽在內陰之守 

8 依《素問‧生氣通天論》所記載，下列人身陽氣一日當中的消長規律何者錯誤？ 

一日而主內 平旦人氣生 日中陽氣隆 日西陽氣虛 

9 平常飲食口味太過，會引起臟腑功能的變化，依《素問‧生氣通天論》所記載，若喜歡飲食過鹹的

食物，則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易腎氣抑 易肝氣抑 易脾氣抑 易心氣抑 

10 依《靈樞‧五味論》所記載：「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其中何味「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 

酸 苦 甘 辛 

11 依《靈樞‧五味》所記載，腎病禁食甘味食物是由於下列何種五行生克規律？ 

水旺克土 水旺生木 土旺克水 土旺侮水 

12 傷寒論中「麻黃湯」所欲治療的病症，最符合《素問．調經論》中所描述的何種病機？ 

陰虛生內熱 陰盛則內寒 陽虛則外寒 陽盛生外熱 

13 五臟六腑之經氣，皆上注於目為之精。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肌肉之精為白眼 骨之精為黑眼 筋之精為瞳子 血之精為絡 

14 依《素問‧宣明五氣》所記載，「涕」為何臟所化之液？ 

肝 脾 肺 腎 

15 臨床上治療產後因氣虛而致小便頻數時，可採用補氣之法，其機理在於： 

氣能攝津 氣能化津 氣能生津 津能載氣 

16 有關氣與津液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津液代謝後，轉化為汗、尿等排出體外 

因氣滯而流通不暢，會引起津液停聚，形成水、濕、痰、飲等病理產物 

水、濕、痰、飲為無形之邪，會阻礙氣的流通 

氣不行水及水停氣滯互為因果，以利水與行氣兩法並行效果較好 

17 人體內外的溫度能相對恆定於正常範圍，以利臟腑、形體生理活動的正常進行，主要是下列何者之

作用？ 

衛氣 營氣 元氣 宗氣 

18 下列那兩臟的陰質是互相資生，所以在臨床治療上是一同處理的？ 

肝、脾 心、肺 心、腎 肝、腎 

19 依《靈樞‧論痛》所記載，具有下列那些條件的體質較能耐痛？①骨強 ②骨弱 ③筋強 ④筋弱 

⑤肌肉堅 ⑥肌肉緩 ⑦皮膚薄 ⑧皮膚厚 

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 ②①①② ②①①② 

20 依《靈樞‧本輸》所記載，下列臟腑配對關係何者正確？ 

心合大腸  肺合小腸 

肝合膽  脾合胃、小腸、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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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內經》、《難經》中有關臟腑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肝為將軍，臨陣當強，故為作強之官 

心主神明，巧智施作，故曰伎巧出焉 

膀胱為津液之腑，輸津行水，故曰水道出焉 

心包為臣使之官，奉承上意，故曰喜樂出焉 

22 依《素問‧靈蘭秘典論》所記載，有關十二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 

膽者中正之官，謀慮出焉 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23 《內經》、《難經》中有關臟腑能量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壯火生氣 君火以治 少火食氣 相火以位 

24 「上焦」的生理功能為何？ 

腐熟運化水穀  傳化水穀糟粕 

宣發布散精氣於全身  排泄二便 

25 依《靈樞‧本神》所記載，隨神往來者，謂之： 

精 魄 魂 思 

26 有關中醫解剖部位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咽為脾系上口 喉為胃系上口 肺系下連魄門 目系入連腦 

27 有關宗氣的生成與盛衰，下列何者有直接的影響？ 

肺的呼吸功能與腎的氣化功能 

肺的呼吸功能與脾的運化功能 

脾的運化功能與腎的氣化功能 

肺的呼吸功能、脾的運化功能與腎的氣化功能 

28 王同學赤腳踢足球，挫傷導致足大趾本節後的圓骨腫痛，該部位相對於中醫解剖位置為下列何者？ 

核骨 然骨 京骨 骰骨 

29 林醫師就讀博士班要寫作投稿論文，又常常值班，近 2、3 個月出現心悸失眠，睡則多夢，頭暈眩，

又胃口很差，常感腹脹，倦怠乏力，面色不華。依藏象學說理論，其病機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心脾兩虛 木旺克土 心腎不交 土壅木鬱 

30 依《靈樞‧經脈》所記載，有關足少陰之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去內踝五寸  名曰大赫 

其別者，並經上走於腎 其病氣逆則煩悶 

31 扭傷常取陽陵泉針刺之，係根據那個理論？ 

八會穴 五臟之募俞穴 五輸穴 阿是穴 

32 依《難經‧第二十八》所記載，奇經八脈之循行，「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的是： 

陰蹻 陽蹻 陰維 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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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依《靈樞‧經脈》所記載，足厥陰肝經有問題時會出現下列那些臨床表現？ 

腰痛不能俯仰，男性出現少腹部緊繃疼痛牽連至睪丸處，女性出現少腹部腫 

口苦，喜歡嘆息深呼吸，肋骨下緣或胸部側面疼痛不能轉動，足外反熱 

頸後側好像被拔伸似地不舒服，脊椎疼痛，腰好像是要被折斷一樣，膝窩有緊繃感 

耳聾耳閉，咽喉腫痛，說話或吞嚥困難 

34 52 歲已婚男性，症見遺精，早洩約 10 年，伴隨畏寒肢冷，腰痠痛，倦怠，胃腸脹滿，飲食不振，便

瀉（一日 2 至 3 行），舌紅苔薄白，脈沉遲無力。依經脈理論分析，下列何經治療最不合適？ 

督脈 衝脈 任脈 帶脈 

35 依經脈循行理論，下牙痛時應選擇下列那條經脈為主，來進行治療？ 

手陽明大腸經 手太陽小腸經 足陽明胃經 足太陽膀胱經 

36 下列何者不屬於衝脈的證候？ 

逆氣而裏急 不育 髭鬚不生 風癇 

37 依《靈樞‧根結》所記載，有關根結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骨繇者取之少陽  「根」於五輸穴中的「俞穴」 

厥陰結於玉英，絡於膻中 太陽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 

38 依《素問‧皮部論》所記載，有關浮絡的診斷，下列何者錯誤？ 

色多青則寒熱 色多黑則痹 色黃赤則熱 色多白則寒 

39 依《靈樞‧經脈》所記載，有關經脈有疾的治療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寒則疾之  陷下則灸之 

盛則瀉之  不盛不虛，以經取之 

40 若一病患主訴症狀為掌中熱，依《靈樞‧經脈》所記載，較不會考慮下列那條經脈的證候？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 肺手太陰之脈 

三焦手少陽之脈  心手少陰之脈 

41 依《靈樞‧經脈》所記載，有關腎經循行與相關證候，下列何者錯誤？ 

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 

其直者，從腎上貫胸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 

是動則病飢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則有血，喝喝而喘 

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為骨厥 

42 依《靈樞‧經筋》所記載，有關經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足太陰之筋，上循脅屬脊 足少陽之筋，結於枕骨 

足厥陰之筋，結於枕骨 足太陽之筋，上挾脊上項 

43 小萱因為最近經行頭痛症狀，臨床醫師幫她針刺足少陽膽經的率谷穴後，突然感覺從針刺部位有氣

感流向頸部。從經脈交會的角度來評估，這種氣感最可能隸屬下列那條經脈？ 

手太陰脾經 足陽明胃經 足厥陰肝經 足太陽膀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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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依《靈樞‧衛氣行》所記載，有關衛氣的循行，下列何者錯誤？ 

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趾之端 

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肝，肝注於心，心注於脾，脾注於肺，肺復注於腎為周 

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 

平旦之時，衛氣行於六陽經 

45 依《靈樞‧脈度》所記載，有關蹻脈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 

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 

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 

合於少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為濡目，氣不榮，則目不合 

46 鄭小姐增加網球訓練強度，近來感到手肘外側疼痛且有壓痛點，尤其提重物、搓洗衣物、扭毛巾等

動作時症狀會加劇，依《靈樞‧經筋》所記載，最可能下列那條經筋受傷？ 

手太陰之筋 手少陰之筋 手陽明之筋 手太陽之筋 

47 有關中醫六淫學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濕來自於環境中的水氣，但較少傷及關節 

暑多夾濕 

火盛易動風，風盛易助火 

長時間穿著無塵隔離衣工作者，其病機類似於六淫暑邪所傷 

48 劉同學出現多汗、惡風、面色白、短氣、偶爾作咳的症狀，而且這些症狀在白天比較緩解，依《素

問‧風論》所記載，患者可能為下列何病症？ 

腎風 肺風 肝風 心風 

49 依《素問‧金匱真言論》所記載，有關時間醫學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陰也 日中至黃昏，天之陰，陰中之陽也 

合夜至雞鳴，天之陽，陽中之陽也 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 

50 依《素問‧調經論》所記載，有關氣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血氣者，喜溫而惡寒 

血氣者遇寒則凝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 

關於因熱而引起的血氣凝濇，用寒涼重劑治之 

關於因寒而引起的血氣凝濇，理當用溫通之品 

51 依《素問‧調經論》所記載，其中「生於陰者」，下列病因何者錯誤？ 

飲食 居處 喜怒 寒暑 

52 有關內濕形成的病機，下列何者錯誤？ 

因腎中陽氣不足，水液不得溫化，水濕停滯 因過食肥甘生冷，內傷脾胃，致使脾失健運 

因津液的輸布代謝發生障礙，而致水液不化 肝氣的舒發異常，不影響內濕病機 



代號：1101 
頁次：8－6  

53 若病出現「汗出不止，汗熱而黏，手足溫，喘渴煩躁，甚則昏迷譫妄，脈數無力，舌光絳無苔」等，

則下列何病機最有可能？ 

陰盛格陽 陽盛格陰 亡陽 亡陰 

54 有關「內寒」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多由陰虛導致  機能功能減退，陰寒內生 

可見畏寒肢冷  可導致水、濕、痰、飲積聚 

55 有關「血 」的病理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血液運行加速  可導致經脈不通，發為疼痛 

痛無定處  常見面色蒼白，爪甲色淡 

56 有關引起津液損傷的病機與症狀，下列何者錯誤？ 

高熱引起的口乾引飲，屬於津傷的表現 

氣候乾燥引起的皮膚乾燥，屬於津傷的表現 

老年精血不足，引起關節軟骨潤滑不足，屬於津傷的表現 

熱病後期，見形體消瘦，舌紅無苔，屬於液枯的表現 

57 依《素問‧舉痛論》所記載：「九氣不同，何病生之」的病機，下列何者錯誤？ 

思則氣結，其病機為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 

怒則氣上，其病機為怒則肝氣內逆 

寒則氣下，其病機為寒則肌腠之紋理閉而不開，氣不通而下行 

炅則氣泄，其病機為熱則陽熱氣盛，故腠理開，汗大泄 

58 依《靈樞‧百病始生》所記載，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接下來病位傳變有四，其病機由淺而深的排

列順序應為何？①伏衝之脈 ②經脈 ③絡脈 ④輸 

①②①① ②①①① ①②①① ①②①① 

59 有關飲食所傷的致病特點，下列何者錯誤？ 

多食生冷寒涼，可損傷脾胃陽氣，導致寒濕內生 

偏食辛溫燥熱，可使胃腸積熱 

多食酸，則落髮甚 

多食鹹，則脈凝泣 

60 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關發病規律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氣傷痛  形傷麻 

先痛而後麻者氣傷形也 先麻而後痛者形傷氣也 

61 有關「血虛生風證」症狀表現與病因病機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因久病耗傷營血或外傷失血過多引起 此證可見於溫熱病後期 

症見手足拘急，為經脈失養所致 症見麻木不仁，為風邪阻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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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依《素問‧舉痛論》有關「其痛卒然而止」與「痛甚不休」的病因病機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兩者最主要的病因病機都是因為「寒氣客於脈絡」 

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痛引小絡，故卒然而痛 

若按之痛止，是因按之則血氣散 

當寒氣與炅氣相薄則脈滿，則痛久矣 

63 王先生 50 歲，健康檢查一切正常，經友人介紹服用保健中草藥 2 個月後，開始出現手腳容易抽筋、

無力，且人變得容易疲倦。請問所服用的中草藥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黃耆 何首烏 杜仲 牛樟芝 

64 3 歲小兒，因感染腸炎，水瀉一日十多行，但脈洪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此為《靈樞》針刺五逆之一 此為《靈樞》針刺五禁之一 

此為《靈樞》針刺五失之一 此為《靈樞》針刺五過之一 

65 有關《內經》治療水氣病的運用準則，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宣肺祛濕 健脾燥濕 淡滲利濕 竣下逐水 

66 6 歲小孩，外感發熱，出現下列那些症狀表示病情最嚴重？ 

高燒至攝氏 40 度  腹脹，不欲食，言語錯亂 

耳朵痛，聽力減退  眼睛痛，不易安撫其入睡 

67 依《素問‧奇病論》所記載，患者出現脅下滿、氣逆的症狀，2、3 年未癒，有關其診斷與治療之說

明，下列何者正確？ 

此病患之病機為虛證，藥物必須補益肺腎 

為息積之病 

此病必須灸刺，才能痊癒 

因為病患會喘，所以必須服藥，不可要求病患練習導引 

68 依《素問‧厥論》所記載，有關「厥」與體內陰陽氣變化的異常關係，下列何者錯誤？ 

陽氣衰於上，則為寒厥 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 

熱厥之為熱也，必起於足下 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 

69 依《難經》對於臟病腑病理論，病欲得寒，而欲見人是何證？ 

陽證 陰證 陰陽離決 陰虛陽亢 

70 依《靈樞‧癲狂》所記載，有關厥逆的診斷與治療，若病患出現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

之，煩而不能食，其脈象表現與治療經脈之選取，下列何者正確？ 

脈大小皆濇，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 清則瀉之，溫則補之 

治療可用合谷與三陰交穴 可以疏肝理氣藥物治療 

71 依《素問‧奇病論》所記載，病患若數食甘美而多肥者，產生內熱口甘，其臨床診治與預後，下列

何者正確？ 

病因為五氣之溢，病名為心癉 

產生口甘之機轉為五味入口，藏於心，肺爲之行其精氣 

治療可以清熱解毒之品，平其內熱 

臨床上會出現令人中滿，其氣上溢，轉為消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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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8 歲高中男性，長期看色情網路，自慰過度，漸漸出現滑精與小腿肚抽筋等症狀，有關其致病病機

的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為筋痹，為肝之病 為腎氣熱而骨痿 為腎氣熱而筋痿 為筋痿，為肝之病 

73 在治療癰疽患者過程中，若患者出現服藥而嘔與口渴明顯的症狀時，下列何者正確？ 

代表會有較好的預後 

是治療不當而產生的結果 

因氣滯化熱的病機，本來疾病過程中就會出現上述的症狀 

是屬於疾病急性期出現的症狀 

74 依《靈樞‧水脹》有關「水腫」、「膚脹」與「鼓脹」的病機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水腫初起，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 

膚脹，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按其腹，隨手而起 

鼓脹，腹大身盡腫，按其腹不起，腹色蒼白 

膚脹，即風水，不惡風，其脈沉，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 

75 依《素問‧痹論》有關營氣與衛氣的功能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入於十二經，循皮膚分肉之間 

衛者，水穀之悍氣，熏於肓膜，散於胸腹 

營者，水穀之精氣也，不入於脈，而貫五臟六腑 

衛者，水穀之悍氣，入於脈也，循皮膚分肉之間 

76 50 歲商人經常應酬，近日醉飽行房後，出現面紅，周身與四肢煩熱等症狀，有關其診斷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煎厥 薄厥 熱厥 陽明之厥 

77 承上題，有關其致病的病機，下列何者正確？ 

酒氣盛而慓悍，房勞使腎氣有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 

酒氣盛而慓悍，房勞傷及陽氣衰，而血菀於上，故面紅肢熱 

陽氣者，煩勞則張，房勞使陽氣衰，下氣上爭不能復，故面紅肢熱 

酒入於胃則經脈滿，房勞使腎氣有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 

78 林先生因業務經常應酬，近半年出現腹脹與腹筋起。依《靈樞‧水脹》所記載，下列何者正確？ 

為膚脹之候，易出現腹大身盡腫，皮厚，腹色不變 

為鼓脹之候，易出現色蒼黃 

為疝氣之候，氣虛下陷時易出現 

為腎風之候，易出現喘咳 

79 有關「陰陽交」的實際病例，下列何者錯誤？ 

患者會反覆發燒但食欲不受影響 患者可能會出現心搏過速 

患者可能會出現胡言亂語 是會致命的急重症 

80 70 歲老農夫，在梨山種植高麗菜，近 2 週起床後會腰膝部疼痛不得行，有關其致病病機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熱痹 著痹 痛痹 行痹 


